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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琰回来了。

穿着熟悉的中国队队服，站在一群年轻的脸
庞中间。这位曾带给中国冰雪无限精彩的功勋教

头，又一次重返挚爱的冬奥赛场。
只不过，这一次，她所在的位置与以往有些不

同———不再是从小长大的首都体育馆，她的舞台
将是新落成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一周前，中

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琰悄然“跨项”兼任速度滑冰

（大道速滑）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并于两天前出发，
带领中国速滑国家队前往波兰参加世界杯比赛。

起点 缘럖注定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对于不熟悉冬季项目

的人来说，很难分清其中的区别。短道速滑派生于

速度滑冰，但赛制和场地都有所不同。作个形象的
比喻，短道速滑就像田径的赛跑，而大道速滑就像

自行车比赛。
很少有人知道，李琰与速度滑冰的缘分始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8年，李琰进入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少体校，主攻速度滑冰。彼时，速度滑冰
是中国冰雪的重点项目，而短道速滑还未进入冬

奥会。鼓励大道（速度滑冰）与短道跨项选材。
1987年，在一次中日交流之后，中国短道速滑队

成立了，李琰成为国家女队第一批成员。
将视线拉回到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当

时的短道速滑首次被列为冬季奥运会的表演项
目，李琰一举夺得女子 1000米金牌。她的出色发

挥令人印象深刻，组委会印发了题为“神龙腾飞”
的海报，主角便是李琰，这也成了历届冬奥会最

为经典的中国记忆。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
运会上，25岁的李琰在女子短道速滑 500米决

赛中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
历史上第一枚奥运奖牌。

当运动员出色，当教练员同样光芒夺目。李琰
率队参加三届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总共斩获 7

金 5银 1铜，几乎占据了中国历届冬奥会金牌总
数的一半。

过程 悄然转型
短大之间，转型融合，这是李琰曾经历过的，

也是李琰的一个梦想。

早在 2018年李琰规划北京冬奥周期时，已经把国家队分成三组。其中一

组和二组呈现竞争关系，三组是一个兼项组，该组运动员将参加短道速滑的
训练和比赛，也会参加速度滑冰的比赛。中国冬奥金牌得主周洋在北京冬奥

周期进入三组，兼顾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项目的训练备战。
在兼项训练方面，李琰一直在探索。她曾经表示，希望中国短道速滑运

动员可以通过兼项训练，取得新的突破。“在兼项训练方面荷兰有一些成功
案例，我们的兼项组也是在这样的启发下进行一些尝试。这三个组

采用动态管理的方式，也说不准 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武大

靖会到兼项组呢。”李琰表示。

冲刺 期待突破
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速度滑冰队或许会

给人带来惊喜。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张虹为中国速滑拿

到历史首枚金牌。但在平昌冬奥周期，张虹因

伤病未能卫冕。而在北京冬奥周期这 4年里，

速度滑冰有望改变昔日女强男弱的局面。

在 9月 26日举行的 2021-2022中国杯速度

滑冰精英联赛中，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铜牌得主高亭宇，以 33.83秒刷新本赛季该项目

世界最好成绩。中国速度滑冰项目另一亮点当数 22

岁的宁忠岩。2019年 12月，宁忠岩在速滑世界杯哈萨

克斯坦站以 1分 44秒 918、破赛道纪录的成绩夺得 1500

米金牌，这是中国速滑史上第一次在这个项目上获得金牌。

李琰在倒计时 100天节点接受采访时表示：“备战冬奥会需要 4年，

但 4年当中每一天的坚持才最重要，每个人在每天都在寻找小小的突破，

我们把所有的细节放在一起，就是大的突破。只要再磨炼一下，再有一点儿
耐心，他们就离成功不远。”

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只剩下三个月的时候，李琰重返第一线。坦率地说，
有些晚了，甚至也可能有些短了。但是，也正是李琰这个时候的回归，可以

看出她的担当以及她对滑冰运动的热爱。
人生赛道，转换亦回归。这背后的曲折心情，或许只有李琰自己知

道。但正如她曾说过的：“有时候，你要傻一点儿，要执着一点儿，坚持往

前走，走着走着天突然就大亮。”她的坚持，或许将为中国冰雪军

团在北京冬奥会上带来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厉苒苒

    人常常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直到惊

觉身边人的成长。 对李琰来说，女儿贝
拉也许就是那个提醒她时光飞逝的存

在。“我回来时女儿才一岁半。”而如今，在

李琰近一年的朋友圈里， 唯一一条私人记
录正是宝贝女儿贝拉———亭亭玉立正花

季，李琰的女儿 17岁了。“感谢关爱，女儿在
几百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了。 ”在朋

友圈如是感慨，“冰坛铁娘子”曾经说过：“看
着孩子，才意识到自己添了多少白发。 ”

停不下来， 是李琰给身边人的最大印

象。卸任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后，身边的朋友
以为她在“高速运转”十多年之后，终于可

以调整一下了，但她笑着给出的答案却是：

“都说协会的事情简单，我怎么觉得头绪反

而比以前大多了呢？ ”甚至身边协会的同事
都感慨， 即使工作繁琐，“但看着像打了鸡

血般的主席， 大家自然而然地便跟着投入
到工作中了。 ”

记得几年前与刚担任滑冰协会主席
的李琰聊天时，她曾透露，若不带队有时

间了，想要好好抓一抓冰雪运动的青训工
作。 而在过去两年里，她把青少年的培训

及“三亿人上冰雪”落到实处———丰富固
定全国的赛事体系，加强各种级别的教练

员培训……她的朋友圈中，最高频的一个

词就是“三亿有我·滑起来”的活动名。 从
短道到大道，甚至可以为滑冰输送人才的

轮滑，过去两年间，李琰出现在第一线，希
望培训更多的教练和运动员。 去年，李琰

因一次意外受伤，无法正常行走，但她依
然拄着拐杖四处奔波， 工作未受任何影

响。 很多圈内人由衷地感慨：李琰之所以

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她比别人更拼！

从出色的运动员、教练员，到中国滑

冰协会主席，再到如今重执教鞭，李琰一
直在心爱的冰场上努力着、付出着。 冬奥

会就在眼前，但李琰的冰上人生赛道还在
向前延伸……我们期待，这位停不下来的

“铁娘子”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的冰雪
之师带来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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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在中国滑冰协会负责人调整会议上， 李琰全票当选中国滑
冰协会主席，此时她还是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018年 2月

李琰带队参加了平昌冬奥会，在“韩流”中低调前行，最终取
得 1金 2银。

2019年 5月 23日

备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固点”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决定，组建“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短道速滑

名将王濛出任教练组组长。

2020年 4月 29日

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官宣新领队张蓓和韩籍教练金昶伯
的管理组合，王濛被传下课。

2021年 10月 19日

即将出征世界杯的中国短道速滑队举行出征仪式， 教练组
亮相，主教练为韩国人金善台，技术教练是前韩国著名运动员安

贤洙。

2021年 11月 2日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来到中车二七国家冰雪运动科训

基地视察，李琰作汇报，正式官宣其“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
总教练”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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