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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我喜欢一记后勾拳打在靶上的感觉，也喜欢被击倒了站起
来不服输的精神，这些令我振奋。”说这句话的人是烟台市拳击
队的小将张淑芹，练拳击两年，这个16岁的姑娘不仅将多个冠军
收入囊中，而且性格开朗了不少。

目前，拳击队正全力备战山东省第25届运动会，当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问起她的目标时，这个看似瘦小的姑娘笑着说：“半
山腰总是最拥挤的，你总得到山顶看看。”不管将来面对的对手有
多强大，她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强一点、再强一点，捍卫她在女
甲48公斤级的冠军之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12月26日下午，天气晴好，在烟台栖霞的长春湖上，阵阵
激烈的桨声打破了长春湖冬日的宁静。一群年轻人划着几十
条赛艇，如水上之箭快速地划向远方。他们有的划的是单人
艇，有的是双人艇，还有四人艇，队员们动作强劲有力，划桨富
有节奏，迸发出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激情，在展现水上竞技
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让这片山水更加灵动起来……

这30多名青少年是烟台市赛艇队的队员，年龄最大的16
岁，最小的12岁，他们有个共同的愿望：有一天，划着他们的赛
艇，乘风破浪，驶向更广阔的天地。

偌大的训练大厅里，拳击冠军一抓一把

当记者走进拳击队的训练大厅时，
74名队员正在跳绳热身，绳子在他们脚
下上下翻飞，只听到啪啪落地的声
音……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多已经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在 刚 刚 落 幕 的 2 0 2 0 年 全 国
U1 8、U1 6女子拳击锦标赛中，烟台
有 1 2名小将代表山东队参加了U1 6
组 9 个级别的比赛，其中 9 人打进全
国前三名，为山东队贡献4金1银4铜
共 9枚奖牌，五名队员达到国家一级
运动员等级。其中，4 8kg级的冠军就

是张淑芹，这是她今年收获的第 4个
冠军。

在训练大厅里，像张淑芹这样的冠
军并不少见。比如这里还有三个全国
U16女子拳击锦标赛的冠军，分别是
57kg级杨梦昭、63kg级刘双、75kg级王
润琪。

“昨天翻运动员手册，发现我的好
多运动员到现在还没输过。”烟台市拳
击队主教练尚乔大笑着说，因为队伍成
材率高，已经有20多名运动员考上大
学，像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院等都有。

遇到好苗子，被虐千遍仍不舍得放弃

作为竞技项目，拳击考验参赛双
方的力量、体能、技巧、战术、心理和
意志。说它是最能体现“战斗力”的项
目之一，并不夸张。也正是因此，很多
人感觉拳击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
经常会看到血淋淋的画面，其实并不
然。

在这一点上，烟台市拳击队主教练
尚乔大体会颇深，他去县市区选材已记
不清吃了多少闭门羹。“人家一听是练习
拳击，90%的家长就直摇头，尤其是女孩

子的家长。”尚乔大说，有一年去龙口选
材，他一眼就相中了一个小姑娘身上的
机灵劲儿，可小姑娘一听拳击就摇头。多
次登门家访才做通家人工作。练习半年
后，这个小姑娘就拿到了2015年山东省
拳击锦标赛冠军，并且达到国家一级运
动员水平，她就是邵双利，如今已是烟台
大学的大学生。

“选材遇到好苗子，跟中500万是一
样的概率。”尚乔大这样形容选材。因此，
当遇到好苗子时，他更不会轻易放弃。

“宝藏”教练能文能武,希望更多青少年走进拳击场

近日，拳击世界冠军邹市明通过
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内心的感触：打
拳击之前我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拳
击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希望更多的人
都能投身体育尤其是拳击，为正能量
添砖加瓦。

拳击改变的不仅是邹市明，还有很
多像尚乔大一样的拳击人，他们从运动
员到教练员，拳击不曾有一日远离身边。
提及八一队的军旅生活，尚乔大直言很
苦很累，但他满是感恩：“从省队到八一
队，让我养成了训练的自觉性和比赛的
无畏精神，特别感谢我的教练张中超，他
非常苛刻。当我自己慢慢成长，成为教练
之后，开始理解他。”

“高水平教练都会实施一种感恩教
育，光严厉没用，队员不练，教练也没辙，
要想队员为国争光，那就需要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尚乔大
说。

在拳击队的队员们眼中，尚乔大是
一位“宝藏”教练，能文能武，爱踢足球、
爱踢羽毛球。对此，尚乔大笑着说，拳击
运动员脚下不灵活就跟坐着轮椅打拳击
一样，足球可以有效地练习脚步的灵敏
性，踢羽毛球也是练习脚下的活儿。

拳击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对于青
少年来说，他们敢于戴上拳套走上拳台
是一种非常强的挑战，不管将来运动员
取得什么成绩，他们敢于尝试这就是一
种挑战。“走向人生道路后，这是一种宝
贵财富，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和逃避，这
就是拳击的一种精神，我也想让更多青
少年走进拳击场，历练他们的胆识，将来
可以遇到困难不退缩。”“宝藏”教练尚乔
大如是说。

16岁的青少年，手上布满老茧
刘纯婕是这些赛艇队员中的一员，虽

然只有16岁，但已经有1 . 80米，75公斤，身
材匀称，体能突出。今年获得了2020年山
东省赛艇锦标赛女子双人单桨第二名，8
人单桨第三名，双人双桨第三名。

烟台市赛艇队主教练于水见说，之前
刘纯婕体重近100公斤，体能不达标，跑步
是队伍里的最后一名。在这种情况下，她
穿上暴汗服，蹬起自行车，愣是把自己的
体重很快减了下来。“我爱赛艇，我肯定能
行。”这是刘纯婕经常说的一句话，她说下
水之后就找到了乐趣，晚上做梦都梦见赛
艇，梦见划船划第一名。

当天，气温只有3℃左右，刘纯婕只穿

了一件训练服，外面套着一件白体恤。
2000米划下来，已是一脸汗水。记者发现，
刘纯婕的手上除了大拇指，四根手指头上
全是磨破的水泡，有的已经结成茧子，看
上去有好几层。

“疼吗？”面对记者的疑问，这个16岁的
姑娘拍了拍她那根3 . 8米长的桨笑着说：

“疼，手上的泡很多，破了又长，长了又破，
一直不好，但我能坚持，谁让我爱赛艇呢！”

烟台市赛艇队主教练于水见介绍说，
手对桨的感觉很重要，入水要转桨，还要
转出来，桨在手里是不停转动的，所以桨
磨手，久而久之磨出了泡，泡又磨开，就成
了厚厚的茧子。

丝毫不能松懈，全力备战省运会
长春湖素有“胶东天池”之称，是烟台

乃至胶东半岛最大的淡水湖，水域面积10
平方公里，这里是烟台皮划赛艇队的基地。

冬日下午的太阳，洒在长春湖宽阔而
平静的湖面上，看上去波光点点，30多名
赛艇队员划着色彩艳丽的赛艇驶向目的
地，身后烟台市赛艇队主教练于水见开着
教练船，拿着扩音器指导着队员，这是长
春湖冬日经常见到的画面。

赛艇是一项技术和体能并重的项目，
技术表现非常重要，是创造好成绩的保
证。但体能作为技术表现的支撑，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好的技术表现加好的体能
结合，才会创造好的成绩。

“水上专项训练时间比较短，相比往
年，水上技术缺乏比较多，所以今年冬训
格外重要。”烟台市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赛
艇总教练、栖霞管理基地管理科副科长初
晓卫说，冬训开始后，皮艇30多位运动员
转场到福建福州进行封闭训练，弥补上半
年水上训练不足的缺陷。

在山东省第24届运动会上，烟台赛艇
皮划艇队夺金数量全省第一。在今年的山
东省锦标赛中，烟台赛艇队拿了20块金
牌，在山东省冠军赛中拿了27块金牌。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面对山东省第25届运
动会的任务就可以有任何的松懈，他们正
通过细致的工作全力备战。

“梦之队”教练希望学生走得更远
在刘纯婕的眼中，教练非常严格，但又

像一个“慈父”。他们说，于教练有严厉的时
候，但更多时候想给运动员创造一个相对
宽松的环境。原则上的问题是严格管理，适
当的时候在可控的圈里让他们自由活动。

于水见是烟台市赛艇队的主教练，也
曾是一位优秀的赛艇运动员，曾获得全国
锦标赛冠军。“树立奥运金牌意识，永攀体
育高峰，我们作为教练员也是希望能培养
出更多冠军学生，更多学生超过我们，走
向亚运会和奥运会。”

据介绍，自1993年从山东省水上运动
技术学校退役后，初晓卫便扎根到烟台市
赛艇训练一线，27年如一日，他将青春都献
给了所热爱的皮划赛艇事业，先后向省及
以上单位输送优秀专业运动员60余名，其

中孙正平获2010年广州亚运会冠军、王娟
获2009年东亚运动会冠军，张亮亮、张丹、盖
晓梅等运动员先后代表山东省参加2009年
第十一届全运会、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
获得金牌7枚，带领烟台市皮划赛艇队伍参
加五届省运会获得39枚金牌，为烟台市乃
至山东省体育事业的腾飞做出了贡献。

初晓卫说，目前赛艇基地有两个大
项，赛艇和皮划艇的运动员超过140人，其
中女运动员有50人左右。“离第25届省运
会还有一年半时间，压力很大。我们皮划
赛艇各项目力争保持第一。”

正是由于初晓卫的不懈付出和努力，
才使烟台市赛艇、皮划艇项目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成为省内皮划赛艇项目的“梦
之队”。

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12岁

他们划着赛艇
乘风破浪

16岁的刘纯婕已经将多个冠军收入囊中。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摄

烟台市拳击队主教练尚乔大正在指导队员打拳。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摄

山东省第25届运动会将于2022年在日照
市举办。近日，烟台市体育局召开冬训动员大
会，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冬训任务。记者采访中
了解到，年轻运动员正迅速成长，让烟台体坛
格局开始悄然变化，这种新势力的崛起，让烟
台体坛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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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数不大，拳击冠军不少

烟台“宝藏”教练
教74个小将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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