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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冠军馆内展示的王濛

获得的金牌。

冠军馆中冠军馆中“冠军路冠军路””板块由板块由冠军穿过的冰鞋排成了冰鞋墙冠军穿过的冰鞋排成了冰鞋墙。。

远眺冠军馆远眺冠军馆。。

日前，在朋友的朋友圈看到朋友拍摄兴凯
湖候鸟归来的一组图片，眼前顿时一亮。第一
感觉，北方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其实，对于北方而言，天气仍处于寒意未
消、乍暖还寒的状态。三月中下旬，江湖还没
有完全解冻，残雪斑斑，随处可见。也许，摄
影人都有他们的直觉。他们的眼中和意念里，
春天早已在身边安营扎寨，冬春之交，不必纠
结春天什么时候来，该什么时候来。朋友对我
说，去松阿察河拍摄，不慎掉入河里，水没到
脖子，手机废了，但相机没事。听完他的话，
我的脑海中不禁也浮现出一幅画面来：他高举
相机，身体用力向上挺，无视冰冷的河水，眼
睛仍在搜索着周围……

候鸟集群回归，是对北方的眷恋？是对北
方的情有独钟？“万里长空结队行, 青山绿水寄
衷情。南来北往志坚定, 暴雨狂风心不惊。”这
些候鸟们的心中也揣了份独有的情愫，通过时
间的隧道把真正的春天捎来，助力北方来驱赶
坚冰，把最姣好的倩影投入水色湖光……

我曾经写过兴凯湖鸟类的文章。从资料
中了解到，兴凯湖现有鸟类232种，国家重点保
护鸟类50种，这里汇集了丹顶鹤、东方白鹳、白
尾海雕、中华秋沙鸭、白鹤、白头鹤、金雕、虎头
海雕、白肩雕、天鹅、鸳鸯等诸多珍奇鸟类。兴
凯湖不但是三江平原最大的水鸟栖息繁殖地，
而且是最大的候鸟迁徙“驿站”。仅兴凯湖东
部不冻水面的湖口处春季迁徙量就有 50多万
只，每年春秋两季从兴凯湖地区迁徙的候鸟在
300万只以上。从朋友的镜头中，可以看到很
多珍奇的鸟类，而且拍摄角度不一，动态和静
态所呈现的美感相得益彰。群鸟翔集，展翅疾
飞，其景象尤为壮观。远处眺望，成群候鸟从
湖心处飞来，由远及近，密集如织，如空中舞动
的精灵，翩然扑入茫茫丛草灌木的怀抱。有的
就在身边不远处低回萦绕，扇动轻盈的羽翼，
婉转啁啾，各种清脆的鸣叫混合一起，似倾诉，
如嬉戏，若高歌，成交响，曼妙诗意，且在温婉
悠扬中又伴随几分激昂嘹亮，令人神往陶醉。
此等情形，大自然的和谐之音回响耳畔，一种
惬意的感觉充盈着内心。

仅仅看一幅幅画面，便可以衍生无尽的畅
想。尽管，湖面仍旧冰封，苍白之色辉映苍穹，
但温情的阳光正慢慢浸染它的肌肤，钻进它的
肺腑，一点点打捞涌动的梦想；尽管芦花散尽，
面色伶仃，但它还在用心侧耳聆听，聆听春风
盘绕穿梭林中的歌唱，聆听三月用桀骜不驯的
倔强演奏的交响；尽管远处的原野和森林青黑
与暗黄交织，略显孤寂，但来自它们体内所萌
发的磅礴力量，推着满仓绿色，随时都会乍泄
喷薄。

难道不是吗？候鸟都回来了，这北方初春
的歌者、舞者，一定会牵着自然万物的手，款步
迈向春天的舞台，轻歌曼舞、莺歌燕舞、载歌载
舞。

于是我想，虽然经历了冰封的严冬，但一
切都没有丢失，都没有迷失，该回来的终将回
来。我们也一样，是一只只守候心灵的鸟儿，
踏步春风，回归自我。

兴凯湖畔
候鸟归

□文/王文秋 摄/汪兆强

兴凯湖畔鸥鸟翔集兴凯湖畔鸥鸟翔集。。

候鸟归来。

冠军城中有座
□齐志

冠军馆冠军馆

由观光塔
改建成的冠军馆

短道速滑冠军馆原名是“城市
观光塔”，建于 2011 年 11 月，耸立
在冠军公园和仙洞山公园之间，毗
邻桃山湖、桃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和
湖滨广场。当年，由七台河市大型
民营企业亿达信煤焦化能源有限
公司出资 1200 万元捐建，成为这
座城市地标性建筑。观光塔功能
主要是观光城市的美景和湖光山
色。观光塔内展区里展示着煤雕、
黑陶、酒具、琉璃和其他代表七台
河本土文化的物件，还有更多介绍
煤炭特色的展品。

塔楼共八层，塔高 83米，象征
七台河 1983 年成为地级市；塔身
上部四面设钟，寓意一年四季顺时
顺水顺风，寓意一座手握秒表的城
市前进的脚步；塔基 12米见方，寓
示矿区一年 12 个月月月平安，财
源广进，这也是七台河市委市政府
对全市人民美好生活的祝愿。

2017年，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决
定在观光塔基础上改建短道速滑
冠军馆，对塔内部进行整体改造升
级，打造一座具有教育性、参观性
和科普性的中国七台河短道速滑
冠军馆。当时，多家企业纷纷捐
资，亿达信公司又为短道速滑冠军
馆亮化和布展投入 500多万元，至
此，改造升级后的短道速滑馆成了
宣传“中国冬奥冠军之乡”的主阵
地，成为弘扬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
的教育基地，与此同时，也成为一
个靓丽的文化旅游品牌。

2019 年 2 月 16 日 10 时 16 分，
隆隆的礼炮声中，一座展示中国冬
奥会冠军成长历程和拼搏精神的
短道速滑冠军馆举行开馆仪式，该
馆成为弘扬冬奥冠军精神和传承
冠军文化的阵地和地标。

七台河的
城市文化符号

短道速滑冠军馆已经成了七台河市一个地标性建筑，
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在短道速滑冠军馆可以看到冬
奥奖牌实物，短道速滑冠军馆设有八层展厅，主要包括冠
军城市奠基人——孟庆余和历代教练、中国冬奥冠军第一
人——杨扬、短道速滑“濛时代”开创者——王濛、折翼天
使的“教练妈妈”——张杰、团队精神楷模——范可新、孙
琳琳。短道速滑冠军馆里可谓是群星璀璨、冠军辈出。展
馆通过实物、雕塑、图片、资料、音像等，展示七台河 40多
年滑冰事业的历史，展示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在冠军馆第一层分别布置着四个板块，“金牌榜”“荣
誉墙”“冠军路”“冰之梦”，满墙的冰鞋、轮滑鞋和数不清的
荣誉，蕴藏着在短道速滑路上追梦的孩子们的汗水、泪水。

“冠军路”上的每一双冰鞋和轮滑鞋，不知多少次磨破
了孩子们稚嫩的双脚，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短道速滑的
向往和坚持。

在七台河短道速滑奠基人孟庆余铜像前，人们肃然起
敬，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教练，目光炯炯，手握秒表，心中有
爱，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短道速滑事业。

1972年起步，从 1991年张杰夺得第一枚世界金牌到
现在，这座小小的煤城曾先后走出四位冬奥会冠军、三位
特奥会冠军、13位世界冠军和一大批优秀短道速滑运动
员。获得冬奥会金牌 7枚，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世界级
金牌182枚，16次打破世界纪录，国家级金牌568枚。2022
年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奥运冠军之城”奖杯。

冠军馆第二层专门介绍“冠军城市”的奠基人孟庆余
生平和事迹。孟庆余一生专注短道速滑这一件事，做到了
极致，干到了顶峰。他在殉职时脖子上还挂着秒表，车上
有冰鞋、油石、衣服和行李物品。馆内陈列着孟庆余生前
用过的物品，还复原仿建了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这一切
都展示着这位教练传奇的一生和风采，让人肃然起敬。然
后是介绍杨扬、王濛、张杰、孙琳琳、范可新等人的短道速
滑故事。

一张张图片，把人们带进了那个艰苦卓绝的短道速滑
室外训练时代。孟庆余因公殉职后，马庆忠、董延海、张
杰、赵小兵、王晓凤、张长红、姜海、韩梅、张利增等人接过
秒表，接力奋进前行，使七台河的短道速滑事业得以薪火
相传，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冠军馆第三层专门介绍冬奥冠军第一人杨扬事迹。
2002年美国盐湖城，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
破，成为中国冬奥冠军第一人。在她整个运动生涯中，共
获得 59个世界冠军，是迄今为止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
国运动员。这一层展示了杨扬这个普通矿工后代成长为
冬奥冠军的精彩人生，她认为“作为一个运动员，就应该不
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正是七台河人民骨子里流淌的
精神。

冠军馆第四层专门介绍中国短道速滑史上第一个“三
冠王”王濛，她被称为短道速滑女子500米世界第一人，个
人获得 3枚冬奥金牌，12次打破世界纪录，开创了短道速
滑史上的“濛时代”。满载荣誉的王濛依然谦虚，她说，“没
有队友的配合，就没有我现在的成绩”“不能说进入到了我
的时代，只能说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个好的教练、好的团
队”。这就是王濛，四层的每一张图片都在诉说着她的初
心。

冠军馆第五层专门介绍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张杰。
她放弃国外生活，义务组建的特奥速滑队，让有唐氏综合
征、自闭症等缺陷的孩子们通过滑冰运动打开了认识世界
的一扇窗。2017年特奥会上，张杰培养特奥会冠军三名，
获得特奥会金牌7枚。七台河特奥短道速滑队、七台河职
业学院短道速滑训练中心、七台河职业学院冰上运动学
院，张杰是主帅。

步至冠军馆第六层，抬头可见几个大字“团队精神的
楷模”，展示冠军辈出的城市基因。孙琳琳、范可新的成长
经历，有着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他们为“冰之梦”奋斗不
息。如今，这种“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冠军精神，已深入
七台河的血脉，成为七台河的城市文化符号。

展示冠军文化
的平台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
故事说话，让艺术元素说话，短道
速滑冠军馆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上，为七台河奉上了一场特殊文
化的视觉盛宴。

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开馆
前夕，冬奥冠军王濛把自己在冬
奥会、世界杯、世锦赛中获得的75
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放在馆
内展览，让参观者了解每一枚奖
牌背后的传奇故事。

她还拿出了2006年都灵奥运
会的3块奖牌说：“这个有故事，我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得了 1金 1银
1铜，当年才 20岁，是一件很荣幸
的事情！”市长表示：“这个好，金、
银、铜全了。”并称赞她有情怀爱
家乡，肯吃苦善钻研。

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总教练董
延海说：“冠军馆是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场所，真实记录了七台
河48年来滑冰事业的历史和奋斗
历程。”冠军馆是当年教练员、运
动员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冰上奇迹
的缩影，运动员训练的照片、用过
的冰刀等训练器材在冠军馆得到
集中展示，是对外宣传七台河短
道速滑冠军文化的平台。

只有来到这里才明白七台河
为何能走出这么多冬奥冠军。

站在冠军馆观光台上，举目
远眺，三面青山绿水环绕，巍峨山
峦，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气象万
千，空旷的苍穹下，雄鹰在蓝天下
翱翔。

冠军馆是一座丰碑，记载着
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对体育事业的
筹谋与规划，记载着一代又一代
教练员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
神，记载着运动员的汗水与荣
耀。七台河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冠
军之城，是享誉世界的冬奥冠军
之乡、世界冠军摇篮。

本文图片由七台河市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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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奥运冠军城之称
的七台河，森林覆盖率
48.6%，出门百米可见绿，
千米可进公园。在桃山湖
国家湿地公园旁，一座外
形呈火炬状的高塔傲然伫
立。这就是七台河短道速
滑冠军馆。

范可新（左）、王濛（右）回乡指导
小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