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冬奥 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李家杉10

在说到邵奕俊缘

何会从铅球跨项到雪

车、继而成为“上海冬

奥第一人” 时，2015
年时那次由国家体育

总局牵头的跨界跨项

选拔势必会被提及。

不过， 也许大家并不

清楚，邵奕俊的恩师、

铅球名宿隋新梅在其

中也起到了非常关键

的作用。

这次， 本报记者

就来到邵奕俊曾经训

练过的莘庄基地，从

隋新梅教练关于其弟

子的一段段回忆中，

来了解邵奕俊或许不

为人知的一面。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2015年，那会儿的邵奕俊是上海
铅球市队的一名运动员，跟着隋新梅
教练训练已有两年多。但由于从少体
校时期开始，他就跟市队在同一片场
地上训练，所以这对师徒初识的时间
其实还得往前推算。隋新梅回忆说，在
接到跨界跨项选拔的通知后，她只推
荐了邵奕俊一人。
“因为那次是雪车项目的选拔，对

年龄和身体素质都有一定要求，我队
里只有邵奕俊的条件是比较符合的。
虽然他不是最壮的，但有速度，爆发力
也好，所以我就推荐了他。”隋新梅说，
当时邵奕俊的铅球成绩不错，她之所
以会在大家对雪车项目基本都“两眼
一抹黑”的情况下将弟子推荐出去，很
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次机会，不管
能不能选上，我都希望他能多出去见
见世面。一名成熟的运动员需要在方
方面面都有更多的经历。”
邵奕俊是家中的老来子，从小到

大，父母对他都是既疼在心坎里又家
教颇严。所以，当他进入铅球市队后，
隋新梅看到的就是一个聪明、害羞又
听话的大男孩。“市队运动员每周可以
回家一次，有一段时间，邵奕俊每周的
零花钱只有20元，等于就够回家的交
通费。当然，他父母其实是很疼他的，
吃穿用度都会提前安排好，严格控制
零花钱只是怕他学坏。”

听话是优点，但隋新梅觉得，由于
邵奕俊从小是在体校系统里长大的，
再加上家长管得严，所以他与外界的
接触面比较窄，从长远来看，多出去走
走、多见见世面会对他之后的发展更
有益处。于是，当跨界跨项选拔的机会
来到跟前时，隋新梅推了邵奕俊一把。
彼时，从小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

邵奕俊见过下雪天的次数都屈指可
数，更别谈对雪车项目的了解了。不
过，因为恩师的这一推，他的人生确实
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害羞时会用手遮脸，既有股聪明劲又肯努力
有些话会在不经意间引发感触。由于

国家雪车队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和上海市体育局的联合共建项目，所
以这支队伍常会来申城夏训。“有一回雪车
队来上海，他们领队不仅在我面前又夸了
邵奕俊，还特别提醒说以后我队里如果再
有适合的苗子，一定要推荐给他们。”如今
的邵奕俊成了国家雪车队内榜样式的运动
员，这让隋新梅倍感自豪。

从一害羞就喜欢用手挡脸的大男孩，
到成长为国家雪车队的队长，邵奕俊在这
六年间的变化，常令他的亲友们都感到惊
讶。而隋新梅所感受到的，则更多是同为体
育人的共鸣。“虽然铅球和雪车是两个不同
的项目，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邵奕俊能得到

如今这样的认可，肯定克服了很多困难，也
流了常人可能难以想象的汗水。”

说到弟子在竞技方面的成长，有一件
事让隋新梅印象颇深。在邵奕俊被选入国
家雪车队的大约一年后，他随队来上海短
训，于是这对师徒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一见面我就跟邵奕俊说，你怎么胖了

这么多？他告诉我，外教为了确保运动员压
得住雪车，要求大家增重，所以他就吃得胖
了。”一听这话，隋新梅明显感觉到有不对
劲的地方。虽然她对雪车项目了解不多，但
从高水平体育竞技的共通性出发，她建议
邵奕俊不能把“吃胖增重”当做目标，而是
得进一步强化体能训练、提升身体素质，并
往精壮式增重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曾获得过奥运会银牌并在
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的隋新梅，她的
“选才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当国家雪车队
在走过了建队最初期的磨合后，外教团队
有了更明确的执教思路，并在如何让运动
员增重及提升身体素质的这点上与隋新梅
不谋而合。
“邵奕俊身上一直有一股聪明劲，他不

是闭着眼睛只管完成训练计划的那种队
员，他喜欢思考，会在完成训练后给教练反
馈，也会根据自己的长处和短板，适当地给
自己加课。所以在那次听了我的提醒后，他
自己很快就想明白了，其实是比雪车队更
早地调整了训练思路。这在后来对他成绩
的提高也有一定帮助。”隋新梅说道。

在进入国家雪车队后，邵奕俊成
长了许多。在与外教团队的交流中，他
硬着头皮逼自己冲在最前面；在与队
友的相处中，他放下害羞的一面，渐渐
成了队内的领头羊；在需要上台发言
的场合，他也处变不惊，有了大将之
风。然而不变的是，莘庄基地在他心里
仍是家一般的存在，隋新梅和上海铅
球市队的师弟师妹们则是他另一种意
义上的家人。

去海外训练参赛时，邵奕俊总会
选购一些营养保健品带回来，然后找
机会寄回莘庄基地；去攀枝花红格基
地训练时，因为那里盛产水果，他的手
信就会换成时令水果；另外，他有时还
会把一些闲置的崭新运动服寄回基
地，供师弟们日常使用。尽管邵奕俊离
开上海铅球市队已有六年，但在心理
距离上，他们仍像是一家人。
“他偶尔有空回基地，还会像大师

兄那样在为人处世上给师弟师妹们提
点几句。当年我教他的话，现在他再拿
来跟小队员们讲，我在旁边听着还挺
有趣的。这孩子真的长大了。”隋新梅
说，出于训练需求，邵奕俊在进入国家
雪车队后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无法
回家，于是每次离沪告别时，她都会跟
邵奕俊表达同一个意思，“放心去训练
吧，后方有我们呢，我们会跟你家人一
起在上海为你加油。”

“上海冬奥第一人”邵奕俊的别样人生

今年8月1日，那天是东京奥运会
女子铅球比赛的决赛日。当时日本正
因疫情而收紧入境政策，中国代表团
亦受此影响，所以隋新梅只能在上海
远远地为弟子宋佳媛布置计划和鼓
劲。最终，初登奥运赛场的上海姑娘获
得了第五名。在名次确定后，隋新梅马
上就收到了邵奕俊发来的道贺消息。
“邵奕俊和宋佳媛是当过队友的，

那时候宋佳媛还很小。看到师妹参加
奥运会，场上发挥也基本正常，他肯定
是要来道贺的。同时他在消息里还说，
让我在冬奥会上看他的表现，他也要
为国争光、为上海争光。那时距离北京
冬奥会开幕还有点时间，所以我就跟
他说了几句鼓劲加油的话。放到现在
的话，讲话的策略肯定就要不同了。”
隋新梅说，在她与邵奕俊之间还有一
位重要人物，那就是邵奕俊的妈妈。

为了达到“既关心又不显唠叨”
“既交流又不添压力”的有效沟通效
果，这两位“妈妈”已经摸索出了一套
打配合的思路。
去年年底，隋新梅接受了一次心

脏手术，在那之后，担心她健康状况的
邵奕俊就开始报喜不报忧了。一方面，

弟子越不敢多说，隋新梅心里越容易
牵挂；另一方面，邵奕俊的妈妈既想关
心儿子，又担心对体育不够了解的自
己会在无意间给儿子增加心理负担。
结果，相识多年、彼此信赖的两位“妈
妈”一合计，隋新梅就当起了邵妈妈的
幕后军师。
“什么阶段说什么样的话？怎么样

才能在不给邵奕俊增加心理负担的情
况下，把提醒和嘱咐给说到位了？邵奕
俊妈妈经常是先跟我商量好了，然后
再把消息发给邵奕俊。这么操作下来，
感觉还不错，大家都能更放心一点。”
隋新梅说道。

2018年平昌冬奥会，那是邵奕俊
的第一届冬奥会。雪车比赛当天，隋
新梅顶着时差跟邵奕俊妈妈一起在
他们家里看了全程的比赛转播。这
回，冬奥会来到国内举办，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两位“妈妈”的心愿自然
是想去现场为邵奕俊加油。“他妈妈
已经跟我说过了，最好是他们一家子
跟我们队里的人都能去现场。虽然时
间上正好碰到春节，但我后面还有带
训任务，所以还是看局（市体育局）里
的具体安排。”

两位“妈妈”神仙配合 他长大了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喜欢抓娃娃的邵奕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