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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艇】

申城健儿水上建功的背后

赛艇队远赴异乡“团结如家”
9月19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赛艇项目的比赛在陕西省水

上运动中心落下帷幕。 在本届全运会赛艇项目中，上海市代
表团共收获了2金2银的好成绩。 申城健儿水上建功的背后，

其实是上海赛艇队数十年的薪火相承以及远赴异乡的“团结
如家”。 本版图文 特派记者 李一平 发自西安

赛艇项目源于欧洲，但从中国的
赛艇运动发展历程来看，上海又是一
切开始的地方。早在1852年，上海的黄
浦江上就出现了外国船员组织的赛艇
会，自此赛艇运动从上海流传向全国。
上海始终将赛艇运动作为城市特色的
一部分，在历届全运会上将赛艇列为
重点项目。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
会上，上海赛艇队甚至完成了单届斩
获10枚金牌的壮举。

但作为赛艇运动在国内的“开路
者”，上海赛艇人也经历了摸着石头过
河的探索阶段，和砥砺前行的奋斗历
程。
“最早我们训练的时候，赛艇还是

很昂贵的器材，一般我们都是几组队
员轮换着用一条艇训练。”现任中国
赛艇协会副主席、赛艇队教练、皮划艇
队领队李建新，是上海赛艇队上世纪
70年代的一批老队员。在他回忆中，
那时候没有测功仪，训练还处于比较
原始的阶段，靠举重物、自重训练来提
高力量。每次下水训练也不知道自己
划得如何，因为没一会儿教练就消失
在了视野里……而上海赛艇队甚至没
有专用的训练基地，时常往返于各个

比较适合训练的河道。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家的经济

条件有了根本上的提高，赛艇队的后
勤保障工作得到了基本保障，后期测
功仪的运用则标志着赛艇队真正进入
了量化数据的科学训练阶段。

从赛艇队退役后，李建新曾当过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的
领导，那段时间里他就已经开始重视
科学技术在赛艇训练中的作用。后续，
他又调往上海市体科所任所长。“我们
为赛艇队建立了专门的科研保障团
队，将实验室建到了运动队中，把科学
训练的观念普及到教练和队员当中
去。”也是那段时间，上海赛艇队有了
有氧耐力训练的三件“法宝”———血乳
酸、测功仪和心率表。

在李建新看来，过去的赛艇教练
“万宝全书”，一人需要兼顾多个方面，
但如今的赛艇训练更多地则是依靠团
队，各方面的人才同心协力来做好队伍
软实力的保障。这也是在本次东京奥运
会上，张灵、陈云霞所在的四人双桨队
伍面对世界顶尖水平，依然能够稳稳获
得胜利的条件之一。科学训练，让赛艇
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事半功倍。

“想家了，想马上回家看看妈妈爸
爸，陪他们一段时间。”在9月19日夺得
全运会赛艇双人双桨项目的金牌后，
当记者问到假期最想做的是什么，张
灵、陈云霞这两名上海女将不约而同
地给出了相似的回答。
诚然，和很多其他项目的上海一

线队每周都有一到两天的假期相比，
上海赛艇队每年见家人的时间都不太
多。“由于我们赛艇项目训练场地所
限，大多数的基地都在偏僻、郊远的地
方，为了天气原因和状态调整，还经常
会转场到其他场地训练，一年到头很
少时间能回家。”国家赛艇队教练张秀
云介绍，如果在国家队，那么一年可能
有两周多的假期，如果在地方省市队
的话假期相对会多一点，但最多也要
一两个月才能放一次假。
每年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往返，

李建新笑着自嘲道，“我们赛艇队的教
练、队员就像是候鸟一样，到点了就要
迁徙了，一直在路上。”也正是因为这
种“候鸟式”的训练生活，让上海赛艇
队成员之间见到彼此的时间比起见到
家人的时间更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

远超普通的教练和队友情。
在全运会赛艇男子四人双桨项目

中，上海队斩获了一枚银牌，参赛的四
名小伙子王宇洋、沈家恒、许晨翔、陈
星榕最大的不过24岁，最小的21岁。自
2017年组队，四人训练生活形影不离，
就像是亲兄弟一样。21岁的许晨翔是
队里的“小老弟”，跟着大哥们拿到了
这枚来之不易的银牌，在采访时表现
得特别激动。一旁的老大哥们也摸摸
许晨翔的头，鼓励他继续努力。正是这
种“团结如家”的氛围，让上海队在这
个全运周期里又重回巅峰。
但与此同时，李建新作为老赛艇

人，也没有喜悦过头。“虽然我们拿到
了2金2银的好成绩，但我们也要冷静
下来，看到队伍的短板。”除了张灵、陈
云霞两名国家队成员所取得的2金1
银，其实完全由上海队摘得的奖牌仅
有男子四人双桨项目的一枚银牌。新
的一轮全运周期即将开始，李建新希
望上海赛艇队能继续沉下心来，在青
少年后备人才、科学训练方面下苦功，
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为中国赛艇
输送更多的人才。

从条件艰苦到科学训练

我们是像候鸟的一家人

张灵、陈云霞女子双人双桨夺冠

攀石赛第一，难度赛第二，随着
第十四届全运会攀岩项目16岁以下
组男子两项全能决赛落下帷幕，上
海小将杨立豪以总分2分的成绩夺
得了该项目的金牌。这不仅是本届
全运会攀岩项目诞生的首金，也是
攀岩项目进入全运会竞赛项目后的
历史首金。而与大部分参与本次全
运会的上海市队伍不同，这次参加
16岁以下组男子、女子两项全能赛
的三名上海小将皆是出自社会力量
培养，是名副其实的学生运动员。

出生于2007年的上海男孩杨
立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攀岩运
动，虽然已经参加了很多国内的青
少年比赛，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还只是个‘石友’。”在确定获得
了全运会资格后，杨立豪从7月利用
暑期的时间才开始封闭式的训练。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这种级别的

大型赛事就一举摘金，让小杨自己
都感到难以置信。“我认为攀岩是一
项非常具有新鲜感的运动，有很多
未知性，是将无数简单动作组合起
来的极具技巧性的运动。平时，我会
将攀岩作为调节自己的重要方式，
繁忙的学业之余，攀岩会让我得到
身心放松。”
为了参加这次全运会攀岩项目

的比赛，杨立豪还特意推后了自己
出国留学的日程，这或许也将是他
在国内参加的最后一次青少年组的

赛事。“出国后，我会继续把攀岩当作
终身的爱好，在这个项目继续挑战自
我。”
包括杨立豪在内，其他两名同样

参与16岁以下组攀岩项目比赛的上海
运动员姜雨轩、朱馨文都是来自上海
的东冠攀岩俱乐部，朱馨文获得16岁
以下组女子两项全能赛亚军。与其他
项目的运动队相比，三名小将由于还
要兼顾学业，平常的训练时间较少，一
般都选择在双休或假日参与训练。
去年，上海市体育局评选了首批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基地”，探索吸纳社会力量办训做增

量，打造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新体系。而东冠攀岩俱乐部就
是首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社会培养基地”中的一家。

据本次出征全运会的上海市攀
岩队领队，上海东冠攀岩俱乐部总
经理毛作亮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
目前俱乐部已经有50位左右的青少
年进行常规化的攀岩训练。而通过
与学校合作，俱乐部还走进了上海
10所左右的学校，以体育课、体育拓
展课的形式普及推广攀岩运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

攀岩项目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危
险，反而是一项很适合青少年锻炼
身体素质、开发智力的运动项目。”
在毛作亮看来，随着攀岩运动走进
奥运会、全运会、上海市运动会，学
校和家长逐渐开始深入了解这项运
动，帮助这项运动慢慢在上海成长
起来。

“后备人才培养新体系”立功了
上海男孩杨立豪勇夺全运正赛攀岩历史首金

杨立豪

朱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