
□本报记者 赵宇清

冬奥会冠军范可新回到家乡七台河参加
了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她在
会上与大家交流了她做短道速滑运动员 20
年的感受和体会。她表示，她会不负家乡培
养，全力为国争光。

范可新的奥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
长期大强度训练、营养不足，她曾在 2008年
出现了青春期缺铁性贫血。如果恢复不好，
她将永远告别赛场。由于家中困难，范可新
的父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她不再参加
训练，回家调养身体。当时七台河市体育局
领导和教练得知后，告诉范可新的父母不要
有后顾之忧，并主动领范可新就医，帮她调整
状态重返冰场。范可新说，是七台河养育了
她。她总会在不同场合宣传推介七台河，希
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座充满激情、梦想

和活力的城市，让更多的人知道七台河“敢为
人先、勇争一流”的冠军精神。

2010年，范可新入选国家队，2011年起
她在各项世界大赛上斩获多项冠军，还在索
契冬奥会上获得亚军。今年在北京冬奥会
上，范可新与队友们通力合作，为中国夺得北
京冬奥会首金和女子短道速滑接力铜牌。这
不仅圆了范可新的奥运冠军梦，也兑现了她
向祖国的庄严承诺。范可新说，比赛结束后，
她情不自禁地亲吻冰面，因为这个时刻她等
了12年，在祖国举办的冬奥会上夺得金牌是
她此生最难忘的时刻。

范可新表示，未来她会继续展现奥运健儿
不畏强手、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不断用她的
所学所长回报祖国、回报黑龙江、回报家乡七
台河。她一定会发挥好传帮带作用，为她的师
弟师妹做好榜样，为中国短道速滑事业承担更
多责任，为中国冰雪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范可新

不负家乡培养 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赵宇清

近年来，七台河市教育系统扎实有效地开
展以“冰雪”资源为载体的冬季体育竞赛、体育
教学活动，中小学校已成为国家短道速滑运动
人才“金字塔”梯队的重要塔基。七台河市教
育局局长由胜坤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具体经验
做法。

历届七台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校园体
育工作，在场地、资金、物资、人才等各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推动了冰雪体育在全市中小学校
的蓬勃开展。从 2011年开始，七台河市政府
每年投入280多万元，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浇冰场、购买冰刀及冰上运动装备，为各校匹
配高级冰刀 1510副，中小学校冰上教学实现
全覆盖。

中小学校以每年一次全市中小学生短道
速滑赛、冰雪体育教师技能培训和中小学冰上
教育观摩评比活动为长效机制，已连续 23年
举办中小学生短道速滑比赛，累计参赛队伍
400多支，参赛人数达 5000多人次，比赛中涌
现出了一批像范可新、李红爽、刘秋宏、康展
嘉、张利增、王嘉婧等国家和省级优秀运动员。

目前，教育系统 78所中小学校已创建国
家级冰雪特色学校8所、省级冰雪特色学校16
所、省级短道速滑特色学校 8所、市级冰雪特
色校 25所。近年来，七台河各县区政府和七

台河市体育局根据各中小学短道速滑
运动开展情况，及时补充体育器
材，提供奖补资金，为七台河市
短道速滑重点队队员提供专车
接送和训练补助。全市 78 所
中小学校现有专职体育教师

264人，专职冰雪体育教师63人，
兼职冰雪体育教师 70人，外聘高

水平冰雪教练员4人。

从 2013年开始，七台河市将中考体育考
试分数由20分提高到80分，为全省最先、全省
最高。特别是短道速滑纳入中考科目，发挥

“指挥棒”作用，使更多的学生穿上冰刀，走上
冰场。2021年，市区初中毕业生近4200人，选
择参加速度滑冰考试的有4108人，占97.8%。

七台河市教育系统始终把建设一支高素
质、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作为培养和扩大优
秀后备人才的前提和基础。1995年教育系统
聘请齐齐哈尔籍省体工队教练员王凤祥进入
新建小学工作。王凤祥从教 26年来，累计向
上输送短道速滑人才 160多名。在他的带领
下，新建小学在23届全市短道速滑比赛中，18
次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学校连续 22年荣获
省级冰雪体育先进学校，5次受到国家体育总
局和教育部的表彰奖励。

佳木斯籍牡丹江冬管中心退役运动员王
军，2011年被聘任到第十五小学从事短道速
滑教学，指导学校率先采用“吃、住、学、训”一
条龙培养模式。学校短道速滑队由建队的 9
人发展到 60多人，10年累计向上输送短道速
滑人才70多名。七台河市政府打破常规为她
解决了编制问题，目前她任两所重点学校的短
道速滑教练和班主任。

2014年，七台河市教育局为七台河市首
位世界冠军张杰在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建
立了名师工作室，组建了七台河市第一支特奥
短道速滑队。这支队伍实现了七台河市世界
特奥短道速滑冠军零的突破。

七台河中小学校短道速滑队伍不断壮
大，在省级以上大赛中屡创佳绩。2019年省
第三届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七台河市教育局
代表队获短道速滑项目 9金 5银 8铜，总分列
全省第一；在 2022年省第四届学生冬季运动
会上，七台河市教育局代表队荣获 10金 5银
6铜。

七台河市教育局

深化体教融合
编织冠军摇篮

□本报记者 赵宇清

七台河市体育局坚持走体教融合、梯次培
养之路，创建特色校全面启蒙，成立基础班规
范教学，组建重点班精准施教，输送省级队强
化训练，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形成了特色校
—基础班—重点班—省队—国家队“金字塔”
式高水平人才培养输送梯队体系，累计向国家
队、省队输送运动员326人次，成为国家重点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七台河拥有业余、半
专业和专业训练队3个层次、20支短道速滑队
伍，专业教练员16名，在训运动员622名，是全国
短道速滑人才储备最充足的城市。如何能做到
这样的人才储备，七台河市体育局局长韩冬梅
在座谈会上作了详细解析。

七台河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在小学创建短道
速滑特色学校的发展思路，体育和教育部门联合
推进，制定了《七台河市短道速滑特色学校管理办
法》，在具备条件的学校推广普及短道速滑项目，
尝试走出了体教融合发展之路。

在普及过程中，七台河市体育局选派专业
教练员到7所小学支教，将同年龄段中形态、速
度、灵敏等素质测试较为突出的学生选拔进入
校队，进行短道速滑启蒙训练。为保障特色校
能够持续发展，七台河市体育局探索推出了统
一人才选拔、统一训练计划、统一免费接送、统
一免费上冰、统一免费发放训练装备的“五统
一”政策，定期对特色校检查评比，实现了体教
融合机制在短道速滑项目上的良性发展。全市
共创建特色学校16所，在训学生达418名。其
中，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推行“集中食宿、集中
训练、集中学习”模式，成为特色校中的“小体
校”，夯实了运动员梯次培养基座。

竞技体育发展以人为基，本着“广选拔、高
淘汰”原则，七台河以特色校选拔为主、外部推
荐为辅组建基础班，按照《七台河市短道速滑
后备人才选材衡量标准》，把身体素质好、反应
速度快、记忆能力强的学生纳入初选
范畴，形成了集训—试训—在训的

后 备

人才选拔模式。
全市共有基础班
3 个，在训运动

员 75人，每年可向重点班输送 10名以上运动
员。

基础班运动员经过 2年至 3年的训练，选
材小组依据比赛成绩、综合素质等考核评定
后，寒暑假期间对入选的运动员开展一个半月
的集训，再选拔专项能力较为突出的运动员，
进行为期一年的试训，其中的佼佼者成为重点
班的正式队员，实行“三集中”训练模式。目前，
全市共有重点班2个，在训运动员40人，每年财
政列支193万元保障重点班运行，年度获省级
以上奖牌20余枚。

省体育局大力支持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项
目发展，2021年4月，高薪聘请韩国籍教练员李
昇勋组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青年队，
这为七台河教练员学习先进的执教理念、科学
的训练模式搭建了平台。

2018年七台河市政府成立了七台河职业
学院冰上训练中心，每年投入150万元，保障院
队62名运动员训练生活。今年省体育局又将
七台河职业学院冰上训练中心作为试点，推行
省队院办人才培养模式。

多年来，七台河共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20人
次，获得世界级奖牌177枚。其中，杨扬实现中国
冬奥金牌零的突破，成为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王
濛成为中国首位冬奥“三冠王”，开创了短道速滑

“濛时代”；孙琳琳、范可新与队友精诚合作，延续了
七台河籍运动员冬奥夺金历史。此外，七台河还先
后向省冰壶队、速滑队、冰球队、花样队列滑队、单
板滑雪队等输送运动员42名。

韩冬梅说，今后七台河市体育局将围绕
“体育强市”目标，汇聚才智集中发力，打造全
国短道速滑七台河冰上运动培训基地、转
训基地、赛事基地，延续“奥运冠军
之城”辉煌。

七台河市体育局

推行科学培育机制
锤炼过硬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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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宇清

为国育才是“奥运冠军之城”
七台河义不容辞的责任。七台
河市委书记王文力说，历届七台
河市委市政府以为国家培养冰
雪运动后备人才为己任，咬定青
山不放松，一棒接着一棒干，不
断完善政策机制、加大投入力
度，强基础、育人才，闯出了一条
冰雪运动特色城市发展之路。

五十年如一日
一棒接着一棒跑

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这
个接力棒，历经半个世纪，在七
台河这座城市从未间断。从
1972 年孟庆余在合江地区速滑
比赛获得 3枚金牌开始，七台河
就开启了“冰雪七缘”征程。

1986年寒冬，七台河市短道
速滑运动奠基人孟庆余教练克
服困难，创新训练模式、自制训
练器材，组建了全省第一支短道
速滑队，带领一批又一批矿工儿
女，开创了后备人才培养之路。
马庆忠、赵小兵、张杰、张利增等
3代教练员接续传承，跑出人才
培养加速度。今年 7月，七台河
短道速滑教练员群体被授予“龙
江楷模”称号。

国家体育部门的支持帮助为
七台河培育人才、发展冰雪体育
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绘就出一
幅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从优到强、代代相传的生动画
面。从七台河走出了杨扬、王濛、
孙琳琳、范可新等12位世界冠军，
获得冬奥金牌 7枚、世界级金牌
177枚、国家级金牌 535枚，被国
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重点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国家短
道速滑七台河体育训练基地”。

建载体搭平台
一代一代向前冲

完善的冰雪体育设施是培育人才的必备条件，“四
代场馆”就是孩子们驰骋冰场、滑向世界的最好见证。

上世纪 70年代初，兴华路的灯光球场投入使用，
这是七台河的第一块冰场；2001 年建成的桃山体育
馆，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室内训练场所；2013年七台河
体育中心综合馆投入使用，为孩子们提供了第一块专
业化室内训练场地；正在建设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将
成为第四代专业化训练基地。

七台河响应国家三亿人上冰雪号召，出台《全民健
身实施计划》，狠抓群众性冰雪运动普及。每年给予学
校冰场每块 3 万元补贴；给予每块社会公益性冰场
5000元补贴；鼓励爱好者利用水库、湖泊、空地建设户
外冰场。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小手拉大手、小手教大
手”、冰雪嘉年华、未来之星短道速滑赛等活动，每年如
火如荼开展，“全民上冰、全民皆冰”是七台河冬季最靓
丽的风景线。

创新培养机制
一批又一批好苗子在成才

通过多年摸索实践，七台河形成了体教融合育才
机制、省队市办输送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教练员队伍
建设机制，搭建起了培育世界冠军的“通天云梯”。

基座足够大，塔尖才会高。七台河坚持“从娃娃抓
起”，把运动队建在校园，出台《冰雪运动进校园实施方
案》，形成了特色校—基础班—重点班—省队—国家队
的“金字塔”式培养体系。七台河将短道速滑项目作为
必修课，纳入中考科目，2021年全市中考选择参加滑
冰项目的学生占比高达97%。

2021年 4月，省体育局给予七台河市编制、资金、
器材等支持，成立了全省首个“省队市办”基地，建立黑
龙江省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青年队，实现了短道速滑人
才培养从业余、半专业训练向专业化训练迈进，开通了
直接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的“快车道”。

七台河市先后出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政
策意见》《新时代七台河市人才工作发展规划》《运动员
教练员参加重大体育赛事奖励办法》，对取得优异成绩
的运动员给予重奖；对贡献突出的教练员给予记功、评
优、晋升等奖励。2019年以来，累计为 200余名运动
员、教练员发放奖励资金500余万元。今年春季，七台
河策划成立了黑龙江省第一支冰雪运动发展基金，现
已收到捐赠资金2260万元。

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在全市人才编制周转池中专门
拿出 10个事业编制，支持引进专业教练员。目前，七
台河市正在打造一支集教练员、裁判员、制冰师、器材
保障师等为一体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培养团队。

王文力说，七台河将坚持以人才培育为主线，统筹
冰雪产业融合发展，在冰雪体育人才、冰雪旅游、冰雪
装备制造、赛事经济等方面下功夫，加力打造“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先行实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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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冰雪之光闪耀冰雪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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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宇清

11月11日，在中国奥委会为七台河市颁授“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杯当
天，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七台河召开。座谈会上，七台河市
委、七台河市体育局、七台河市教育局、基层教练员代表和冬奥会冠军代表作
交流发言，介绍了七台河短道速滑人才培养的经验做法。

国家体育总局对七台河短道速滑育人模式给予高度评价：七台河历经四
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立足城市特点，选准运动项目，发挥自身优势，以
建设体育特色校为抓手，深度实施体教融合，强化资源条件保障，建立科学育
才选才荐才体系，形成辐射全省、面向全国、人才辈出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以
体育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台河模式”。

七台河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推动冰雪体育设施建设，弘扬冰雪体育
文化，打造冰雪产业助推经济发展新引擎，擦亮冠军名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闯出一条冰雪运动特色城市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七台河的成功经验可信、可用、可鉴，值得在全国复制推广。

□本报记者 赵宇清

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
主教练、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总负责人张利增是
从上海返乡执教的教练员，他在七台河感受到
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短道速滑项目的强力支
持。他在会上表示，他将继续发扬七台河体育
人顽强拼搏的精神，延续这座城市逐梦冠军的
征程。

张利增是七台河短道速滑奠基人孟庆余
的学生，退役后曾在上海工作。2015年，七台
河市体育局向他发出郑重邀请，拟聘他为少儿
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驻哈尔滨重点班主教练。
张利增与爱人毅然舍弃了上海的工作和房子，
返乡执教。

张利增说，在当教练员的过程中，他深切
感受到了国家、省、市对于短道速滑项目的强
力支持，大到建设短道速滑室内滑冰场、购置
驻哈用房，小到解决运动员就学、免费提供训
练装备器材、发放训练伙食补助乃至助学基
金，方方面面无微不至。这些关爱、帮助打消
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可以心
无旁骛地追逐冠军梦。

短道速滑事业刚刚起步之时，训练条件

异常艰苦，孟庆余老师和教练员们数九隆冬
带领队员在结冰的小河汊里训练。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有时大家的脚冻得连冰鞋都脱不
下来。“冠军路”上的每一双冰鞋都是七台河
孩子顽强斗志的最好见证。

现在，七台河有了室内冰场和良好的住宿
条件，这不仅有利于运动员的健康成长，也提
高了他们的训练成绩。训练条件变了，但是从
孟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的精神没有变。老一辈
教练员赵小兵、张杰身有伤病，每天依然坚持
6小时上冰训练、手写训练计划；中青年一代
教练员更要奋发作为，努力用工作成绩回报
家乡和国家。8 年来，特色校的带训教师带
领学生往返于学校和冰场之间，无安全事
故。4年来，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
重点班的输送率高达百分之百。

北京冬奥会前，张利增作为黑龙江省籍唯
一一位基层教练员，两次被短道速滑国家集训
队选调。在集训队中，张利增不仅开阔了眼
界，还学到了最先进的训练方法与技术。张利
增说，他将把这些先进的训练方法与技术应用
到教学中，努力向上培养输送更多、更优秀的
体育后备人才，让更多的七台河籍运动员站在
世界大赛的领奖台上！

张利增

发扬拼搏精神 延续冠军梦想

从七台河走出的世界冠军。
七台河市体育局提供

热爱冰雪运动的孩子们。
七台河市体育局提供

会议现场。周雪峰摄

王文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