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
闻
关
注

■ 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第1152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 13

去年1月底，我作为第十二届省政协委员参
会，与山东青岛短道速滑队总教练刘晓颖分到
第15组——— 文艺、体育、新闻出版（界）组。
一开始我就纳闷，山东还有短道速滑队？一袭
红衣的弱女子还是总教练？谁服你啊？刘晓颖
笑了：“跟你一样，好多人还不知道山东有短
道速滑队呢，希望你大力宣传啊。”

经过一年的了解，我对山东短道速滑有了
粗浅认识。今年的省政协会上，又跟刘晓颖坐
在一起参政议政，想跟她谈谈冰雪项目，遂有
了采访她的想法。

2月14日晚6点，我到刘晓颖房间拜访，她在
正襟危坐地练习书法，写的是啥？柳永的《雨霖
铃》。我问：“刘晓颖你咋写这个呢？”刘晓颖说：

“我是照着帖子练，没考虑内容啊,哎呀（东北口
音拐着弯儿），今天是情人节啊，巧了。”

刘晓颖一边听音乐，一边练书法，手机里
放着一首歌，软绵绵的，是秦岚唱的《雪落下
来的声音》。我望着窗外，雪花正飞舞。好一
个喜欢雪花的浪漫女子！

“练书法，我是为了静静心。”刘晓颖也
望着窗外说，“雪下得小了点，这春雪让我突
然想起在冰上飞驰的童年。”

“冰上运动像‘白色鸦片’，

上瘾”

刘晓颖放下毛笔，很认真地说：“别写我
了，多写省市领导的支持吧。我其实没啥，就
是喜欢。你没这方面的体会，冰上运动像‘白
色鸦片’，上瘾！”

掌上青岛/青网记者刘琴曾经有段对刘晓颖
早年的描述：1988年，在吉林长春的一家冰场，一
个9岁的小女孩踩着冰刀颤巍巍地向前滑行。刺
溜，脚下一歪，摔了个大跟头。她用小手在冰面艰
难地撑起身子，继续打着趔趄滑个不停。

刘晓颖说这是5年前记者写的，写得很形象。
刘晓颖出生于冰雪运动之城吉林长春。

“我小时候很皮，姊妹四个，我最小。小时
候，经常一个人出去，跟着一个胖胖的老奶
奶，走着走着就走丢了。最后被警察叔叔送回
来，警察叔叔还给我买5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后
来呀，我就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感情，我想当警
察，或者当兵，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或者电
视剧《火凤凰》里面的特种女兵。”

儿时由于身体较弱，父母便让这个好动的
“假小子”从9岁起学习短道速滑。“冰刀面也
就1厘米那么窄，还能在冰上滑来滑去，当时感
觉特别酷。”

由于对冰上感觉的超级迷恋，刘晓颖小小
的年纪就选择了短道速滑的职业之路。在111 . 12
米一圈的冰上跑道，每1秒的提升背后都是日复
一日的苦练。

夺冠之路上笑对坎坷

刘晓颖给我的印象，就是喜欢笑，有时还
故意搞笑，开会间隙，拿我这样的小老头儿开
涮。哪曾知道，她的夺冠之路如此坎坷。

1994年，15岁的刘晓颖参加吉林省运动
会，比赛时在1500米的弯道直接摔了出去，造
成脚部骨折、左踝骨内侧粉碎。1995年，在比赛
中又一次意外受伤外侧腓骨骨裂、大胯骨裂。

“1996年全国比赛再一次受伤，膝盖缝过100多
针……这一次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刘晓颖说。

正骨的医生认为刘晓颖已不适合再继续滑
冰，但当父亲问她还想不想练时，她只说了一
个字：“想”。“当时我成绩很好，不甘心放
弃。自己选择的路就要坚持走下去，这也是对
我家人的承诺。”

45天后，刘晓颖拆掉石膏下地，只得同幼儿
般重新学习走路，一步一步走得很费劲。“那段时
间真的挺痛苦，我也不爱拄拐，觉得难看。”

1994年至1996年，刘晓颖连续3年受伤，始终
处于低谷期。“没有人能让我输，除非我不想赢。”
这是她特别喜欢的一句激励自己的话。

1997年，18岁的刘晓颖不负众望，在第八
届全运会上超越世界纪录。“当时的政策是超
世界纪录，同时算一块金牌。也就是获得1000
米短道速滑的金牌。”刘晓颖说。

拿下速滑3000米接力世界冠军

收敛了笑容，陷入回忆中的刘晓颖突然
说：“运动员其实真不容易，他们的压力非常
大，自己的体力、心力、脑力，还有来自社
会、家人的，压力都是无形。对每一个项目，
世界冠军，就一个，千百万人都去争夺，有时
就是一瞬间。为了这一瞬间，要拼搏几年、十
几年。有好多人，都没挺过去。”

1999年，刘晓颖凭超强的个人能力由吉林省
省队进入国家队。这简直就是鲤鱼跳了龙门。

滑冰训练，吃饭，休息，再训练。一般人
感觉枯燥，而刘晓颖则如鱼得水。在国家队，
每天10小时的训练强度，让刘晓颖进步飞速。

汗水终于浇灌出胜利之果。2006-2007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韩国站，刘晓颖与4位队友以4
分18秒524的成绩拿下女子速滑3000米接力冠
军。“团体项目体现一个团队水平，特别是团
队合作精神。那年我们与韩国竞争很激烈，赢
过他们的感觉简直没法形容！”刘晓颖说。从
她微笑的目光里，透露出“接力”的快乐，那
是力量的传递、血脉的传递、激情的传递、美
的传递、爱的传递。

我问刘晓颖，刚刚过去的一年，印象最深
刻的是哪件事？她脱口而出：“平昌冬奥会短
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武大靖夺冠。年轻的武大
靖很霸气,不给对手机会,更不会给裁判判罚的机
会,短道速滑就是速度与激情；小武原来是黑龙
江的,后来去了江苏,江苏队解散以后又去的吉林
省，他6岁练轮滑,10岁开始练短道速滑,是一个很
有个性的队员,他做出了最好的自己,他改写了中
国男子短道速滑冬奥会无金的历史,武大靖也成
为中国短道速滑队征战冬奥会30年历史上首位
男子冠军。”

我一下子想起武大靖夺冠那晚，我的师
兄、文化学者葛玉莹先生即兴写的诗句：“已经
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今晚,却又一次热血沸腾/
武大靖的一骑绝尘/撞击着我的老泪纵横……”

冰上运动的选手都是美的挑战者。欣赏者
欣赏挑战者,挑战者回馈欣赏者,挑战者和欣赏者
共同完成斑斓多彩的动人景观、共同见证动人
心魄的精彩瞬间。

岛城来了“冰雪伉俪”

刘晓颖坦言，自己来青岛，是一个很偶然
选择。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的“北冰南展”冬
季项目发展目标，2010年山东省体育局进行部
署，青岛市短道速滑项目正式建队，隶属青岛
市体育局所属单位青岛市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
中心。组建短道速滑队最急需解决的是招揽优
秀教练员，青岛市体育局瞄上了国家队的杨占
宇，杨占宇是哈尔滨人，曾夺得全国冬季运动
会冠军，2005年退役后进入国家队教练组，参
加了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温哥华冬奥会，中国短道队在主教练李琰的带领
下取得了4枚金牌的空前佳绩，杨占宇当时是队
里的助理教练，同样也是这一历史壮举的幕后功
臣。杨占宇在中国冰坛有着“杨一刀”的响亮名
号，作为国内最出色的器材教练，他也是王
濛、周洋等队员在冬奥会夺冠的幕后英雄。

刘晓颖说：“我和杨占宇是2010年5月1日
结婚，正好是‘五一’长假嘛，过完长假第一
天，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的领导跟我老公
说，青岛要组建短道速滑队，问是否有意去执
教。说实话，当时我们感到挺意外，此前对青
岛有关冰雪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对短道速滑
能否在青岛落地生根也心存疑虑，因为之前江
苏也曾成立过短道速滑队，从东北交流了一些
运动员，因各种原因又解散了。对于在新城市
重新建队挑战不小。但是通过与青岛市体育局
领导的沟通，他感到他们是真心要做这个项

目，而不是一时冲动的短期行为。7月份杨占宇
就来到了青岛商谈组建青岛市短道速滑队的相
关事宜，感觉很满意。杨占宇谈到他的爱
人——— 我，青岛方面的领导问她是做啥的？他
说是国家短道速滑运动员。青岛方面到国家体
育局一核实，果然是，就决定把我调过来。”

东跑西颠，长春的新房一天都没住，家具
收拾了两天，打包运到青岛。刘晓颖就这么干
脆。“也许是运动员敢拼敢闯的性格吧，我俩
决定接受这个颇有难度的挑战，山东省青岛市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那就干出一番事业来
吧！”刘晓颖说道。

2010年10月，杨占宇和刘晓颖来到青岛，
山东青岛短道速滑队就此建立。

刘晓颖还笑着说了一个细节：“我和老公
杨占宇到青岛后，时任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来看
望，事先也没打招呼，他们直奔公寓。我一个人在
家弯腰拖地，头上戴着一顶童帽。李群书记进来，
问，你家的大人呢？我站直了，心想这是谁啊，但
马上笑着说，我就是啊。李群说，你就是刘晓颖？
世界冠军，引进的人才。哈哈。”

杨占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我和
刘晓颖非常感谢青岛市体育局和青岛市羽毛球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给予我们工作上、生活上的
支持和关心，并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放手让我们在这张‘白纸’上描绘蓝图，
展示自己的能力。当然，压力肯定是有的，但
是压力也会激励我们前进，要想成为一个好教
练就需要有压力，没有压力成不了事。”

“本土化”与“轮转冰”

“东北的冬天零下30多度，在地上泼点
水，一个小冰场就有了。这是得天独厚的滑冰
条件，山东不行。合格的冰场，目前只有青岛
一块。场地制约了运动发展。与黑龙江、吉
林、辽宁等省份不同，青岛冰上运动几乎没有
群众基础，更谈不上专业运动员了，人员匮乏
显现出来。选苗子不好选。”刘晓颖说。

杨占宇和刘晓颖来到青岛，第一大难事就
是队员。先招兵买马树起大旗来。山东青岛短
道速滑队最初采取了以引进黑、吉两省有多年
冰上训练经验的运动员为主的策略。杨占宇和
刘晓颖虽然在圈内有着极好的人缘，但是在
黑、吉两省的招兵买马工作还是遇到了很大的
困难，好的人家不给，孬的自己又看不上。在
费尽周折后，总算选了几名心仪的队员，把山
东青岛短道速滑队的大旗算是树了起来。

异地选材只能是权宜之计，长久之计是实
现短道速滑“本土化”。谈到选材，青岛市羽
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海林曾说：“我
们发现轮滑运动在岛城青少年中很受欢迎，青
少年轮滑运动有着广泛的基础，因此，我们打
定主意要从轮滑入手做一点文章。这些年来，
我们经过深入调研，通过一系列活动和比赛，
从轮滑队员中选拔出了具备一定水准和潜质的
队员，收效甚丰，我们寻找到了适合岛城青少
年参与短道速滑项目的切入点——— ‘轮转
冰’，并进行了推广。”

为此，青岛市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从
2012年开始组织承办全市青少年轮滑锦标赛，
青岛市体育局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四年一届的市
运会，成绩计入各地市（县）市运会总成绩。
同时实施了轮滑进校园活动，让近20所学校和
俱乐部受益。特别是2016年10月，组织承办了
“北冰南展”全国轮滑选拔赛暨青岛市速度轮
滑锦标赛，以及之后“北冰南展”轮转冰训练
营，吸引了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的全方位
报道，使“轮转冰”活动在青岛市得到很好的
宣传，提高了影响力，激发了青少年参与轮滑
及短道速滑的积极性。

目前，青岛市短道速滑队本土运动员占有
率已经从建队时的零提高到了60%，这一比例还
将继续增加，真正做到拉动本土短道速滑项目
的发展，希望之星安凯、公俐、李璇、李文
龙、于松楠、贾惠玲六名队员就是从青岛培养
出来输送到国家队的。

“李璇在练习轮滑时显现出了天赋，我就把
她招了进来。”李璇是刘晓颖的第一个徒弟。

刘晓颖介绍，在山东青岛短道速滑队里，
李璇和公俐是2000年出生的，通过轮滑选拔进
入专业队3年多，2015年选入国家集训队，李璇
是国家队年龄较小的，也是能参加全国成年甲
组比赛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女运动员。安凯在练
轮滑3年多后，2011年初从轮滑转为短道速滑，

在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预赛的比赛中，力压众
名将取得了1500米第一名，打破了此项比赛一
直被东北三省垄断的局势，同时突破男子短道
速滑青岛的历史记录。

去年7月20日，青岛市冰雪运动协会成立，
刘晓颖当选协会首任主席。刘晓颖感到自己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山东发展冰雪项目也
赶上了一个契机——— 2022年冬奥会将在中国举
办，这将是中国第二次举办奥运盛会，此前还
没有山东选手登上过冬奥舞台，能否实现零的
突破也作为现实问题摆在山东眼前。

“不管大孩小孩，都叫我

‘小妈’”
刘晓颖挑选徒弟，特别重视文化课。三年

级以下，各科必须95分以上；四到六年级，各
科必须90分以上，这是刘晓颖对学生的要求。
“滑冰固然重要，但我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能
差。”刘晓颖的父亲就是教师，从小就受到父
亲的影响，喜欢看书学习。

从训练短道速滑到照顾生活起居，刘晓颖
打心眼儿里把小队员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不管大孩小孩，都叫我‘小妈’。有时委屈
了，就抱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的队员最
小的5岁。现在选材难在哪里？所有的小孩，我
都要从零教，正常的话，是我从专业滑冰学校
里，挑选优秀的，但是山东没有啊，都是业余
学啊，平常正常上课，主要是寒暑假训练。”

短道速滑队员青岛的孩子多一点，让刘晓
颖犯愁的是队员流失严重。“留不住人！比如
练夏季项目的学生，普通初中、高中，是可以
接收的。而我们的队员是没有接收学校的，我
们没有对口的小学和初中，孩子上学怎么办？
所以我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来的，到了小学
毕业，我的学生基本流失，几十个孩子里头，
我能留一两个，我就谢天谢地了。流失的就该
上学去了。如果我的队员上的不是对口学校，
人家学校就不放你出来训练，一天不来，两天
不来，时间长了，就拉下了。我们竞技体育，
一天不练，就不行。为什么上初中啊？队员初
中毕完业后，才能上中专。现在是小学到初中
这段，我的队员没有接收的学校。东北有专业
学校，泼上水就是冰啊，就是冰场多，冰场
多，学的就多。山东没这个条件。”

刘晓颖说：“距离2022年初的冬奥会还有
三年时间，我们由于起步晚，现有的队员和其
他强队比还都偏小，除了安凯是90后，其余国
家一队的都是00后，2022年奥运会他们算是适
龄，但是现有水平和经验达不到独当一面的高
度。我也和他们说，你们出去比赛不仅代表自己，
也代表省市和国家，一定要有集体意识，服从安
排，短道项目很多时候需要打配合，需要有个选
手为队友保驾护航，尤其中长项目。我们队员就
要一面锻炼全方位提升自己,一面做好服从集体
利益的准备。”

在今年的省政协会上，在分组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时，刘晓颖说：“听了领导的讲话，感
到压力不小。我关注更多的依然是冬季项目在
山东的发展和推动，也是紧跟国家‘三亿人上
冰雪’的坚定目标，让山东的青少年感受冰雪
的魅力，作为一名教练员必须冲在一线全力备
战两运——— 2020年冬季全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
希望在全运会上获得更多奖牌，希望有山东运
动员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2月17日下午4时许，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闭幕。在返回住地的车上，刘晓颖把H5初页
发到“15组委员交流群”，伴随着《我和我的
祖国》的优美旋律，15组协商议政的瞬间在我
们眼前不断展现。我很惊讶，短道速滑冠军竟
然还会做H5！欣赏着刘晓颖的作品，车厢里不
时爆发出委员的笑声。

刘晓颖突然不语了，她说想她的孩子们
了。

临别，刘晓颖对我说：“奥运金牌是一名
教练员和运动员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
我们一直追寻的梦想。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没
有实现这个梦想，希望我的运动员能实现这个
目标，完成梦想。

三年后的2月4日，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日。早在9年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北冰南展”战略部署，山东省体育局依托
青岛市体育资源，省市联办短道速滑运动项目，组建了山东青岛短道速滑运动队。通过8年多的培育，先后培养输送11人入
选国家队及国家青少年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和联赛冠军，5人闯进世界杯前4名。这一切离不开她———
山东青岛短道速滑运动队总教练刘晓颖。

刘晓颖：让更多山东健儿感受冰雪魅力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刘晓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刘晓颖在指导学生。

印度市场出售
“中国蔬菜”

近年来，随着在印度
中国人数的不断增多，中
国人常吃的蔬菜的需求量
也在不断增大，印度部分
农场开始种植这些品种的
蔬菜以满足在印中国人和
中餐馆需求。

悉尼歌剧院点亮
“中国红”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
院燃放烟花，点亮“中
国红”，庆祝农历新
年。

来民俗村感受
韩国年俗

新年期间，不少韩
国民众身着韩服来到韩
国民俗村体验年俗。韩
国民俗村有传统住宅
260余座，再现了朝鲜
半岛传统社会的风貌。

兵马俑造型彩灯
点亮新西兰首都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
年，一组兵马俑造型彩
灯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国家博物馆门前展出，
吸 引 行 人 纷 纷 驻 足 观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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