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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丽山城享受现代化金融服务

“太感谢你们银行啦，给我们小企业解决了
一个大麻烦！”在盛京银行桓仁支行行长办公室
里，华东粮贸厂厂长老李握着支行长的手，笑声
爽朗地表达着自己对该行代发工资业务的谢
意。

老李是一名退伍军人，在桓仁满族自治县
二户来镇经营着一家粮贸企业，40多名员工都

是镇上的居民。
企业的经营效益虽然很好，可每个月都有

一件让老李头疼的事，就是给员工开工资时要
去银行支取10余万现金。

今年老李在粮食收购上出现资金缺口，找到
了盛京银行桓仁支行，支行信贷员小杨为老李的
厂子办理了贷款，并将支行可以为企业提供的金
融服务做了详细介绍。

当谈到代发工资业务时，老李眼前一亮，可
由于厂子事儿多，有些员工还常年在外边跑，没
有办法去银行办理银行卡。小杨马上联系支行
零售部，第二天，零售部的同事便携带自动开卡
机来到老李的厂子。

前前后后两个星期的上门服务，终于为全厂
46名员工办理了银行卡，当月便实现了工资代
发。

盛京银行桓仁支行是本溪辖区内 6家支行

之一，于2021年7月29日正式开业。
“我们支行一共有 16名员工，开业之初，我

们就把‘富民强县’作为口号，致力于将普惠、便
捷的金融服务向县域下沉，将银行的发展融入
当地振兴发展，让较为边远地区也能享受到更
好的金融服务。”2022 年 1月 12 日，盛京银行桓
仁支行副行长徐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让百姓享受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推动普惠
金融政策落地,助力县域经济变强。

好的产品加上好的服务，使盛京银行桓仁
支行在开业之初便得到了桓仁百姓的高度认
可：在开业短短2周内，存款就突破2亿元，零售
客户以月均500人的速度保持增长。

一个个鲜活的数字见证着一家新支行的快
速成长，“市民的银行”形象在美丽山城逐渐扎
下了根。

记者 董丽娜

北京冬奥会赶着雪车、乘着雪橇，踏着花样
滑冰般的舞步，以短道速滑般的速度，正向我们
热情地跑来！

李佳军也沉浸在期待与憧憬之中。1998年
长野冬奥会上，李佳军夺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银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奖牌的男
子运动员。

职业生涯中，他拿下了20多个世界冠军，很
多人好奇：退役之后这些年，他去了哪里？

四战冬奥赛场，摘得两银三铜，却因“刀尖
之差”憾失金牌，他如何看待运动名将的“不圆
满”与“被超越”？

从小时候“只能轮到后半夜上冰”，到如今
冰雪运动在大江南北越来越热，他对冰雪运动
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何“良策”？还有一些关于
冰雪运动的“冷”知识，要与你分享。

“李佳军去哪儿了？”

1975年，李佳军出生于吉林长春。6岁时，
他开始接触滑冰运动，从此越滑越“高”。他的
家乡长春，孕育出中国第一位冬奥旗手赵伟昌、
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奖牌的运动员叶乔波、中
国第一位冬奥短道速滑长距离冠军周洋。花滑
名将、冬奥铜牌获得者陈露，还和李佳军上过同
一个滑冰训练班。

2006 年，李佳军从都灵冬奥会上捧回短道
速滑男子 1500米铜牌，不久后退役。和他同时
期的阿波罗、马克·加农等名将，现在仍有不少
人活跃在短道速滑圈，担任国际滑冰联合会的
裁判、官员或体育解说员等。

“李佳军去哪儿了？”昔日在国际赛场上同
场竞技的“小伙伴”，以及观众、粉丝常捎话来
问。

“我有新的舞台，做着更喜欢的事。”李佳军
说，“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冰雪。”

李佳军笑言，在中国的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中，他可能是经历最多元、最丰富的一个。退役
之后，他曾前往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等地执教，

其间“带领哈萨克斯坦国家队有史以来第一次
参加冬奥会”；回国后，李佳军在短道速滑国家
青年队担任教练，包括武大靖、任子威在内的很
多名将他当年都带过。后来，根据国家需要，他
担任过冬运中心速度滑冰、大众冰雪部、单板滑
雪队等多个部门的管理者，还做过领队和竞赛
管理工作。

“教学相长，担任教练和管理者的日子里，
我对冰雪运动的认知和理解更深、更广了。”李
佳军说。

在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李佳军的工
作越来越繁忙。“冬天比赛特别多，一个月出差
十几次。”李佳军回忆说，有一年大年初二，他们
一行人在张家口出差，饭店都闭门过节了，他们
就买了泡面，蹲在火车站门前吃。

2021年7月，冬奥备战的弦进一步拉紧，李
佳军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
二部的负责人，为多支备战冬奥会的国字号队
伍保驾护航。拥有谷爱凌的自由式滑雪队就是
其中之一。去年 10月，作为北京冬奥会首棒火
炬手，他高擎“飞扬”，接圣火从希腊来中国。

这么多角色里，哪一个才是李佳军心中的
“主角”？

“运动员也好，教练也好，接触的都是我熟
悉的运动，工作也比较单纯。”李佳军接着说，

“但现在，我做竞赛和大众冰雪运动推广，接触
面宽，挑战性强，收获也更大。”

“你担心被超越吗？”

在奥运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大概是每
一位运动员的最高梦想。

年少时的李佳军，朝着这个最高梦想稳步
进发。

1996 年世界杯，他夺得中国男子短道速滑
首个世界冠军，1999 年又加冕世锦赛全能冠
军。再斩获一枚冬奥金牌，就能实现“大满贯”。

李佳军曾离这个目标如此之近，却因“刀尖
之差”，咫尺天涯。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带伤出战的李佳军一
路领先，冲刺的最后时刻，身后的韩国选手金东
圣率先伸刀，李佳军以 0.053 秒的极微弱差距，
与金牌擦肩而过。

与田径比赛的规则不同，短道速滑比赛的
排名，看的是冰刀触线的先后。

如今的李佳军，已经跳出运动员的身份，从
训练体系、技术科研的角度看待当时挡住他高
光时刻的“刀尖之差”。

“韩国的伸刀冲刺技术很超前，至今仍在沿
用。”李佳军说，“韩国在短道速滑项目中一直保
持相当的竞争力，这和人才选拔与培养、训练体
系的科学性等分不开，值得我们学习。”

冰上项目运动员，总被称为“刀锋战士”。
速度滑冰更是公认的不借助机械情况下人类能
达到最快速度的项目，其速度可达每秒20多米。

而这项比赛的精彩与残酷之处，正在于片
刻之间、毫厘之处的超越或折戟。“精神稍有不
集中，或者某一瞬间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很可能
就会输掉比赛。”李佳军拿开车类比，车速达到
六七十公里时，突发意外状况很难及时反应，刹
车或转向都不好控制。

直到 2018年，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首个冬奥
冠军，才由武大靖捧回。中国的短道速滑项目，
又多了一面旗帜。

或许每一面“旗帜”，都会被问到类似的问

题：“你担心被超越吗？”
“我被超越是好事啊！说明中国运动员的

水平在提高。如果巅峰一直停留在过去，我心
里才着急难受呢！”李佳军说，“我没拿过冬奥冠
军，如果我的徒弟或者我选拔出的运动员夺冠
了，我的梦不就圆了吗？”

“冰雪热会是一阵风吗？”

李佳军还记得，小时候学滑冰时，整个吉林
省只有长春有一个标准冰场。冰场 24 小时运
转，冰球、花滑、短道速滑等队伍都在这里训练，
一支队伍一次大概分得2小时训练时间，前半小
时还得处理冰面。

作为还没有实战成绩的小运动员，李佳军
常常凌晨两三点才有机会上冰。

2020年，全国运营的雪场已有 803个，室内
冰场也已达 654块，冰雪运动早已走进山海关、
跨过长江，连南方地区都有越来越庞大的粉丝
群体。

但冰雪运动的普及，非一日之功。李佳军
举了个例子，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他曾多次遇到
选手装备不规范、不合格的情况。比如，参加短
道速滑的选手，脚上的冰刀却是花样刀、冰球
刀；再比如，比赛要求穿分体服装，选手却带着
连体衣来了。

“比赛规则中对服装的要求很严格，一来保
证公平，二来也是根据项目特点保护运动员。
但是，南方开展冬季项目的时间短，很多人对这
些还不了解。”李佳军解释比赛规则中的“弯弯
绕绕”。

“冰刀和菜刀不一样，底下是一个平面。”
“冰刀具有弧度，由螺丝固定，哪怕有一根

头发丝般的位移，都会对运动员产生影响。”
“雪车与赛道接触的雪板，温度升高时速度

更快，为保证公平，赛前要检查雪板温度。”
……
李佳军在不同场合，都会习惯性地做起冰

雪运动科普。
无疑，北京冬奥会是冰雪运动产业在中国

得以快速发展的东风。但冬奥之后，这股风会
不会也过去了呢？

李佳军把目光瞄准“冰雪进校园”和体教融
合。“少年强则中国强，冰雪运动也契合孩子们
的天性。只有更多接触和尝试冰雪运动，才会
有更多的孩子喜欢上冰雪运动，他们才有更多
的选择。”李佳军说。

在少儿时期接触冰雪运动，也能在体能、协
调性和意志力、荣誉感等方面打下好的基础。

“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冰场、雪场
的基础设施就会不断提升，整个产业也就有了
源头活水，冬奥带起的东风就能延续下去。”李
佳军憧憬之余，语气欣慰，“短道速滑等冰雪运
动在我国发展的每一个大的节点，我基本都‘在
场’，亲眼看着它一步步壮大。”

这样的冰雪人，这样的冰雪运动，你爱了
吗？ 据新华社

“冬奥旗帜”李佳军

“刀锋战士”的“被超越”与“不折戟”
1998 年长野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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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20日，在第19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佳军获得银
牌。这是李佳军（右2）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