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员水池跳台训练。资料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

辽宁体育人始终默默践行着总书记的要求。从捐钱也要建跳台，到徐囡囡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韩晓鹏都灵冬奥

会勇夺金牌，再到四战冬奥的徐梦桃终于圆梦，几代辽宁体育人的接力传承，正是对中华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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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块冬奥奖牌 起始于一个捐钱搭起的跳台
本报记者 黄 岩

练带领队员破冰继续，这一行为让日方人
员大吃一惊，并对中国人的拼搏精神深深
佩服。

“运动员很辛苦，但是为项目、为国家、为
自己的梦想，他们敢于吃苦。”陈洪斌顿了
顿说，想干成一件事情，背后不吃辛苦哪
行。一次在长白山训练，雪下得特别大，站
在助滑坡顶上看不见跳台，陈洪斌说今天每
人“滑十五趟着陆坡”。看队员们行动犹豫，
陈洪斌二话不说，踩上雪板就滑下去了。队
员们面面相觑：陈老师不是不会滑雪吗？那
还有什么可说的，滑！

陈洪斌是偷摸练会的滑雪。训练结束，
让队员先回去，然后自己爬上，滑下，一趟一
趟反复。这是陈洪斌一以贯之的执教方式，

“教练员要和运动员同甘共苦，人心比自心，
他苦的时候，你要跟着苦。”

1994 年，中日首届自由式滑雪水池空中
技巧友谊赛利用脚手架跳台举行，日本队教
练横山岳男和陈洪斌成了朋友。前段时间，
横山岳男给陈洪斌发来照片，留言写道：“二
十几年前，难忘的记忆，好怀念。”

照片里脚手架跳台是显眼的背景。陈洪斌
回复横山岳男，对中国空中技巧项目来说，这座
简陋的脚手架跳台，是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搭建简易跳台的想法确实大胆，做法着实
艰难。当事人事后总结，感慨更深。后来担任

沈体院长的张贵敏说：“成绩是干出来的，有为
才有位。”曾任沈体党委书记的王钰清说：“是
冒险，更是契机。是创举，更是觉醒。”

1995年的水池跳台

“老伴儿再去替我捐50元”

随着水平的提升，脚手架跳台难以满足
训练需要。可是，当修建一座正规水池跳台
的计划在 1995 年摆在沈体领导班子面前时，
哪怕付出的代价是一块长满野草的足球场
地，也足以引发一场争议。

破坏一个足球场，修一个充满未知数的
水池跳台，怎么下决心？韦迪投下关键一
票。对沈体的发展，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的发展，甚至对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这是至
关重要的一票。

回看 1995 年，建台决心难下，与预算有
关。钱从哪里来？国家体委的拨款、联办单
位的赞助加在一起还有不小的缺口。学院
党委及时通报情况，发出捐款倡议书。

李一黎是沈体第一任教务长，曾经主持
全面教学工作。当时他已退休，因病卧床，老
伴儿领工资回来，说：“学校盖什么跳台，我捐
了50元钱，替你也捐了50元钱。”

李一黎问：“干啥用啊？”
老伴儿回答：“说是冲奥运冠军！”
李一黎马上说：“老伴儿再去替我捐50元！”
国家需要，舍小家，顾大家，辽宁体育人

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有人捐款后从财会室
出来，正碰上陈洪斌，说看看陈老师拿多少
钱，3000元，陈洪斌捐出了自己担任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队教练两年来的比赛奖金。“举全
院之力搞这个项目，我是这支队伍的教练员，
没办法对所有人说感谢，只能当作对大家热
情的回应吧。”陈洪斌说。

2017 年 7 月 31 日，冰雪运动专家王石安
在央视直播大厅里，见证了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的历史时刻。担任节目嘉宾，王石安讲
述沈体捐款修建国内第一座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正规水池训练场地的故事。王石安回
忆：“央视不少同志后来表示，当时居然这么
艰苦，他们完全是第一次听说，很感动。当时
主持人很吃惊地问，还有这事？”

王石安和他们讲，空中技巧成就的取得，
离不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跋涉，金牌获得前是
漫长的等待和磨炼，老体育人的坚强意志和锲
而不舍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和铭记。

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 121 巷 11 号，辽宁
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楼。楼从正面看挺平
常，可走到后面，会看到一个长长的大斜坡，
从房顶一直延伸到几十米以外，尽头是3个类
似石舫船头的造型。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对这个奇怪的建筑
问上一句。残联的工作人员也解释不清，只
能含混地说：这里是沈阳体育学院旧址，应
该是一个啥运动项目的跑道吧。他们并不
知道，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座泳池时，运动
员以几十公里的时速从“房顶”滑下、起跳，然
后落到他们每天上下班停车的地方。

沈阳体育学院院史记录，这座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水池跳台 1995 年 11 月 23 日动
工，1997 年初建成。33 米，当时是亚洲最高
的空中技巧夏训设施。它见证了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太多风雨，13 枚奥运奖
牌，与这座水池跳台紧密相连，与运动员夏
训日子里一次次助滑、起跳、腾空、翻转、入
水的反复摔打相伴。

1993年的脚手架跳台

“这是什么，这能行吗？”

1991 年，沈阳体育学院（以下简称“沈
体”）转身向冰雪，一切从零开始，组建了自己
的滑雪队伍。改革，伴随阵痛进行。人们脑
海中写着大大的问号，阵痛中选择的这条冰
雪运动之路，会带来什么呢？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关键在提升
空中动作难度和质量。直接雪上“开难度”，
安全没有保障，寻找一种安全的夏季训练方
法是当务之急，水池跳台训练正好能满足要
求。

时任沈体竞技体校校长的郭亦农说：“国
外运动员一年进行10个月的跳台训练，提高动
作难度必须由水池跳台夏训过渡。”

郭亦农找到当时的院长韦迪，说如果没
有水池跳台，中国运动员无法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韦迪回答：“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开工时，郭亦农给施工队讲话，建跳台要
保证绝对安全，在这里训练的孩子，是各个家
庭的宝贝疙瘩，也是这个项目的宝贝疙瘩，每
个螺丝都要检查，一个也不准放过。

1993年4月，沈体老校区露天游泳池深水
区的西面，一座脚手架正在搭建。体院的教
练陈洪斌天天路过，心里合计，这地方要盖房
子吗？后来架子上开始铺设板子，又听人说，
这是搞滑雪运动用。等台子搭好了，天气乍
暖还寒，游泳池还没放水，在池壁上固定钢
丝，拉起一张帆布大网，里面堆满海绵块。围
挡的标语上八个大字：顽强拼搏，冲向奥运。

陈洪斌远远看到有运动员从架顶滑下，
飞起来翻着空翻，落到装满海绵块的网里，靠
队友帮忙很费劲地被拽出来。陈洪斌说：“我
那时从没见过滑雪，心想这就是滑雪训练
吗？更是做梦也想不到，一年之后，我的人生
就要与它结缘，成为空中技巧队的教练。”

到了夏天，游泳课正常教学不能耽误，时
间排好，游泳课下课，空中技巧队开始训练。
泳池边围着不少人，大家像看西洋景似的，

“这是什么，这能行吗？”
按照沈体的“官方数据”，脚手架跳台高

24 米。1993 年入队的徐囡囡最深刻的记忆，
不是初登高台那种“挺恐怖的”感觉，而是每
天训练开始前，从台子起滑点开始，往下滑材
料上打肥皂，一直打到台头，增加滑度。肥皂
渣崩得满身满脸满嘴，顾不上洗一把，队友就
开始跳台。徐囡囡赶紧准备摄像，时不时往
泳池中间抛根绳子，把落水的队友拽出水池。

脚手架跳台建成后，改变了队伍跳台训
练时间不足的局面。运动员可以大胆练习
一周、两周动作，从量的积累开始出现了质
的飞跃，一天一个变化。郭亦农认为，脚手
架跳台搭好，运动员全天候训练，是沈阳体
育学院队在该项目上做到全国领先的开
始。竞争中促发展，在领导重视、科研力量
强、教学能力突出、训练条件相对较好等多
重因素作用下，沈体一跃成为中国空中技巧
项目的核心队伍。

陈洪斌对当时的训练情景记忆犹新，他
说：“徐囡囡这个孩子真是刻苦，别人中午吃
饭，食堂正对着游泳池，大家都能看见，她还
在一遍一遍，爬上，跳下。”

水池跳台训练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运动
员穿着普通的滑雪服，身体从里到外湿透，食
堂工作人员熬好姜糖水，放在游泳池边上，运
动员从水里出来，喝几口，再继续。

天冷了，队员转训日本。长野县白马村
的水池跳台建在山腰，10 月中下旬的气温
更低。那时候没有气泡设备，早晨水面结
了一层薄冰。徐囡囡的第一跳砸在水里，
冰碴儿像针扎在身上。雪鞋透水，双脚冰
凉，运动员带好暖壶，隔一会往鞋里灌点水
热乎热乎。

长野县滑雪协会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
同项目的中国冰雪队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队的故事口口相传。中国队日训课达 5次
之多，水池结冰，日本队已停止训练，中国教

夏训的结果冬季检验，运动员进步迅速。
每年的长白山冬训要持续4个月，教练和运动
员的鼻子、耳朵冻得发黑变硬，春天时一片儿
一片儿地掉皮。

王钰清回忆当年和院长王揖涛去长白山
训练基地看望备战长野冬奥会的教练员和运
动员时候的情景。他说：“训练中跳台和着陆
坡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修理、补雪。记得我们
也参加了抬雪，天气阴沉，雪深坡陡，雪灌到
鞋里，脸被风吹得生疼。”王钰清后来为学校
2006 年夺冠画册拟订相关文字，第一节小标
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无疑与他当年这段
亲身经历有关。

是啊，驾着简陋的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
开辟山林，形容创业艰苦，也许再找不出比这
个成语更适合的词句了。筚路蓝缕，说的是一
种锐意进取、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以启山
林，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描绘，一幅事业开创
的壮美画卷。

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在冬奥会上一
鸣惊人，就在 1998 年的日本长野。肩负冲金
任务的郭丹丹、季晓鸥赛前热身时意外受伤。
身穿1号比赛服，徐囡囡最后出发。陈洪斌关
注着鲤鱼旗的飘动方向，他抬臂用手碰了一下
额头，意思是有顶风，让站在起滑点上的徐囡
囡等一等。场地突然安静，硕大的鲤鱼旗风标
垂直坠下，陈洪斌手臂用力挥下，徐囡囡蓄势
待发。

队友、队伍、教练、领导、项目、自己、成绩、
荣誉、使命，蹬起雪板的一刻，徐囡囡喊了出
来，拼——啦！这跳！

徐囡囡第二跳的动作是直体后空翻同时
转体 360 度接直体后空翻同时转体 720 度，难
度系数 3.55，空中动作干净利落，着陆环节完
美无缺，99.40分。赛前一个月，徐囡囡手肘脱
臼，上了赛场，忘了疼痛，完全是一种使命的召
唤。两跳总得分186.97分，徐囡囡胸前挂上了
一枚宝贵的银牌，中国雪上项目“空中技巧时
代”随之开启。

这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第一块
冬奥会奖牌，更是中国雪上项目第一块冬奥会
奖牌。找准突破口，必须用成绩开路。为梦想
努力，向困难挑战，几个女孩都记得走上奥运
赛场时的心潮澎湃，那是一种去实现自身价值
的拼搏与渴望。所谓奥林匹克精神，不正是青
年人的奋斗底色？

2022新篇章

“在家门口，我终于赢了！”

2006年，韩晓鹏在都灵冬奥会“鲲化为鹏”，
勇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块金牌，实
现了中国体育在奥运征程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突
破，助推中国冰雪运动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2022年北京冬奥会，徐梦桃、齐广璞、贾宗
洋再获2金1银，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人以
蓬勃的朝气、厚实的底气，谱写了新时代的胜利
之歌。

冬奥开始，连续几个比赛日，竞技体校校长
孟春媛始终和同事们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紧张
地等待运动员的每一次跳跃。徐梦桃夺冠那一
刻，孟春媛喜极而泣，“只要坚持，梦想一定会实
现！”32岁的徐梦桃在夺冠后声嘶力竭的呐喊，

“在家门口，我终于赢了！”成为北京冬奥会上最
让人难忘的瞬间。

将近30年，沈体培养出的空中技巧运动员
欧晓涛、郭丹丹、徐囡囡、李妮娜、郭心心、韩晓
鹏、徐梦桃、贾宗洋、张鑫、王心迪、邵琪等优秀
选手代代涌现，共获得13枚冬奥奖牌，世锦赛、
世界杯奖牌260余枚。这些奖牌背后的故事，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教练杨尔绮带出的5名队
员14人次参加冬奥会；昔日弟子徐梦桃北京圆
梦，陈洪斌热泪纵横。他们的成长，与脚手架跳
台、水池跳台的训练岁月相伴。

现在，跳台新篇章正在续写。受国家体育
总局委托，一座新一代夏训跳台正在建设中。
什么叫新一代？沈体党委书记姚守齐伸出三
根手指：“外观新，材料新，理念新。为冰雪运
动插上科技翅膀，夏季训练仿真冬季雪上训
练，保证空中难度，解决着陆问题，不仅是技术
的提升，更是理念的突破。”

一笔账算下来，工程预算几千万。院领导
班子在充分研究后达成共识，预算方案通过。
2020年的党委会投票与1995年的那次投票遥
相呼应。姚守齐说，敢下这样的决心，是对沈
体前几代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精神的继承，
从老校区的脚手架跳台到水池跳台，前人留下
的榜样，不都是敢为天下先？

2021 年 6 月 18 日，综合夏训台建设项目
奠基仪式在沈体举行，今年年底即将竣工。

院长刘征感叹，站在硕果累累的今天回
头望去，那段激情飞扬的奋斗岁月更值得追
忆，三座夏训台接续传承，浓缩了中国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精神力量，饱含一种
团结奋进的动力。

一代代中国空中技巧人，在逐梦路上书
写了热血励志的体育故事。三座跳台以及围
绕三座跳台的故事碎片，已在中国体育的拼
图中闪耀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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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雪上杂技”的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始于 20
世纪初，1994 年冬季奥运会
上，空中技巧成为正式比赛
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比赛场地分为 4 个区域：助
滑区、跳台区、着陆区、停止
区。跳台分为一周台、两周
台、三周台。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

当年简陋的脚手架跳台。资料图

废弃的跳台，记录了一段传奇的历史。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四战冬奥，徐梦桃终圆冠军梦。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