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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办训模式未来可期
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滨同时也是上海马术队场地障碍队
的主教练兼队员，这次将参加全运会
马术项目场地障碍的比赛。今年48岁
的张滨是跨项选材而来的马术运动
员，他曾经是上海游泳二线队的成员，
后来还练过十年的现代五项。参加完
第八届全运会后，张滨原本准备退役，
但出于对马术的热爱让他选择重新复
出，成为上海马术队的一员。
“当时马术队的队员很少，马匹的

质量也不高。“张滨介绍，相应的是，全
国的马术运动还处于萌发的状态，比
赛的难度级别也相对较低。

以马术运动员的身份一路走来，
张滨见证了上海马术运动的发展历
程。“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这项
运动逐渐被更多的市民所了解，初级、
中级的马术选手数量也开始增多，比
赛的水平开始逐年提高。”
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始终在探

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在这次盛装舞步比赛中夺得铜牌的上
海马术队中，既有出身于传统体制内
培养模式的运动员，也有全新模式培
养出的运动员———队中16岁的小将吴
悦就是属于个人与上海马术运动管理
中心合作培养的运动员。在启蒙阶段，
吴悦靠家庭的投入成为运动员，后来
因运动成绩突出而被选入上海马术一
线队。
张滨介绍，除了传统体制内培养

模式和吴悦这样的个人合作培养模式
外，去年上海市体育局还评选了首批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基地”其中就有三家马术项目的社会
机构入选社会培养基地。
作为其中一家社会培养基地的负

责人，上海乐派特马术俱乐部的潘拥
军表示，如今俱乐部也在积极参与马
术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力争输送
运动员参与下届全运会的赛事。
目前，社会力量办训的模式已经

初见成效，在上海马术队一线队的沈
成达就是另一家社会培养基地全进马
术俱乐部输送的运动员，并且水平也
得到了教练员的认可。
通过传统模式、个人合作模式、社

会力量办训模式等多元化的办训手
段，上海市的马术运动项目蓬勃发展。
在张滨看来，几种模式各有优势。“像
传统培养模式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
让运动员自身的负担比较小。个人合
作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更加灵活，而社
会培养模式在普及推广上的作用是不
可替代的。”
随着社会力量参与办训，初级、中

级的骑手数量得到了很大的补充，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塔基”
得以巩固。在运动员基数扩大的基础
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和输送
产生了良性的循环。
但同时，社会力量办训和个人训

练到了后期，运动员水平达到较高级
别的时候，训练所需的资源让一般的
俱乐部和个人难以承担，这也是两种
模式较难产出高水平运动员的根本原
因。“其实多元化办训只是目前的初级
阶段，接下去我们要追求的是融合办
训的理念，让社会力量成为推广普及
的重要抓手，在运动员达到一定水平
后结合传统培养模式，这样才能有更
优秀的运动员涌现而出。”张滨也相
信，通过不断地探索，未来上海马术凭
借越来越完善的培养机制，夺得的将
不再是铜牌，而是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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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牌】

23米决胜球一锤定音
上海女曲战胜东道主陕西队

本报记者 丁荣

9月16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曲
棍球比赛小组赛B组的一场焦点比赛
上海对陕西的比赛在位于八百里秦岭
边上的西安体育学院鄠邑校区开赛。
比赛双方在60分钟比赛中战成1比1
平，最终在23米决胜球中，上海队以1
球战胜陕西队。此役过后，上海女子曲
棍球队在B组排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
次于小组第一的辽宁队。

本次比赛面对东道主陕西队，上
海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前获得一次短
角球机会。上海队通过配合，由6号陈
玲破门，以1比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
场比赛开场不久，陕西队就利用上海
队后场失误赢得短角球，并成功扳回
一球。此后双方各有攻守，形成了多次
打门但均未能破门的局面。比赛进入

到23米决胜球阶段，上海队顶住压
力，最终以1比0战胜对手。
“比赛的过程很艰难，但教练组和

队员大家都坚持不懈，秉持着一定要
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念，最终让我们坚
持到了胜利。”上海女子曲棍球队队长
周瑜说道。在备战本届全运会期间，上
海女子曲棍球队经历了艰苦的训练，
她们的每堂训练课的时长达到2个半
小时，每天上午、下午两堂训练课加在
一起就是五六个小时。在三伏天，迎着
38摄氏度的温度，她们脸上的防晒霜
早已和汗水混在了一起，豆大的汗珠

迎着脸庞往下滴，却始终坚持训练。本
届全运会，她们通过努力，成功通过资
格赛，闯入决赛阶段小组赛。
本届全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共有

8支队伍通过资格赛进入小组赛，分为
了A、B两个小组。上海女子曲棍球队
与吉林队、辽宁队以及东道主陕西队
共同分在B组。在9月14日举行的小组
赛首轮比赛中，上海队与辽宁队在60
分在比赛内战成1比1，在23米决胜球
中以1球遗憾负于辽宁队。
首轮负于辽宁之后，上海女子曲

棍球队主教练崔英彪、教练徐睿带

领队员通过总结从失败中吸取经
验。在比赛前一天，上海女子曲棍球
队的全体队员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运
动员代表，参加了本届全运会开幕
式的入场仪式，这让队员们备受鼓
舞。“能够作为上海运动员的代表参
加开幕式让我感到既激动又很光
荣，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能够感受
到陕西的热情。”上海女子曲棍球队
队长周瑜说道。
对于周瑜来说，这已经是她第三次

参加全运会，多年的历练让她成长为了
队长。赛场上，她是教练员和队员之间
的桥梁。2013年辽宁全运会，上海女子
曲棍球队获得了第七名。2017年天津全
运会，上海女子曲棍球队获得了第六
名。这次来到陕西全运会，球队上下希
望能够在成绩上再进一步，“拼对手就
是我们目标！”周瑜说道。

多元化培训手段助力盛装舞步摘铜

上海马术运动翻开新篇章
9月16日， 第十四届

全运会马术项目盛装舞

步比赛在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马术比赛场地落下

帷幕。比赛中，由吴悦、曹

叶龙、 海米提·地力木热

提和张红钊组成的上海

队以190.586的成绩，摘得

一枚铜牌。

“最年轻”的队伍创造历史
据了解，这是上海队史上首次杀

入全运会马术比赛盛装舞步团体决
赛，而且他们还是全部六支参赛队伍
中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支（22.8岁），最
终能登上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领奖台实
属不易。
“我今天其实很平静，反倒是马匹

在小雨中有些兴奋，比赛中我一直都
在尽力控制它的兴奋度，总体感觉挺
好的。”年仅16岁的吴悦是上海队年龄
最小的队员，在比赛中也是第一个出
场。虽然在之前由于原来的马匹出现
了一些问题，和参加决赛的新搭档才
磨合两个月的时间，但吴悦依然出色
地完成了比赛。

本次比赛的竞赛科目为圣 ·乔治

科目，包含肩向内、斜横步、转换、8
米圆圈乘、伸长跑步、空中换腿、半
后肢旋转、3步一换等26个动作，技
术动作构成骑手的技术得分。技术
得分满分为320分，加上综合分20
分，总得分满分为340分。裁判在H、
C、B三点进行打分，综合三个点位得
分，并进行百分比换算，得出各对人
马组合的最终得分。每支队伍得分
最高的三对人马组合的成绩相加，
将决定团体的排名。

吴悦在当天的比赛中拿到了
61.175分，随后出场的曹叶龙和海米
提则拿到了60.931分和59.754分，关
键时刻，压轴出场的张红钊与他的马
匹“I DO”发挥极为出色，拿到了

68.480的优异成绩，帮助上海队锁定
铜牌。
对于当天队伍的表现，上海市马

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程克强表示了肯
定。“首先我们的队员还很年轻，盛装
舞步是一个需要修炼的比赛项目，没
有四到八年的积累很难出成绩，孩子
们都还需要更多的历练。除此之外，我
们的马匹质量和强队相比，也相差了
一到两个档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
这次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的确非常
不容易。”程克强还表示，来全运会之
前自己没有给队员任何压力，“我和孩
子们说了，就是锻炼，享受比赛的快
乐。相比今天的成绩，我更看好他们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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