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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逐胜忽忘寒 踏雪饮冰说流年
顺利收官十四冬，山东短道速滑队瞄准更高目标

记者 刘瑞平

团结互信，成就自我

2月16日，短道速滑第一个金
牌日，分量最重的是男女混合
2000米接力，这是一支队伍整体
实力的体现。

为了这枚金牌，各队早早布
局。根据相关政策，河北的林孝埈
与黑龙江队的任子威、范可新联
手，黑龙江的曲春雨则代表天津，
携手刘少林、林少昂兄弟，这样的
强强组合实力倍增。

而山东队，则全部由自己培
养的选手组成，队中没有一名冬
奥会冠军。

“我们的策略就是稳扎稳打，
能超一个是一个。”刘晓颖说。

A组决赛开始后，天津队实
力超群，黑龙江紧追不舍，山东
队控制节奏，抓住机会超越吉
林队，升至第三，最后冲刺阶
段，天津队与黑龙江队发生碰
撞，天津队滑向外道，山东队趁
机冲到第二。

第二个冲线的山东队员难掩
遗憾，但场边裁判回看之后，判定
黑龙江队犯规，山东队因此夺得
冠军，成为当日最大赢家。

“冠军谁都想要，我们也不
例外。跟其他队相比，我们胜在
男女队员实力均衡，所以大家一
直互相鼓励，但其他队伍都有冬
奥会冠军，我们要想获胜，必须
彼此信任，勇于承担。让我高兴
的是，每个人都做到了。”刘晓颖
对队员之间的团结互信十分欣
慰，“毫无疑问，是团结成就了山
东队的突破。”

2010年，山东短道速滑队成
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提升，
终于在第14个年头拿到了冬运会
金牌，安凯、李文龙、于松楠、公
俐、李璇、贾惠凌，这些山东短道
速滑的探路者，也因此成为名副
其实的冬运会冠军。

“这枚金牌意义重大，不仅体
现了山东短道速滑队的整体实
力，也是对他们十几年努力的回
报。”刘晓颖说。

八年坚守，终得回报

其实，夺得混合接力冠军的
这批队员，早在八年前就参加了
冬运会。

2016年，十三冬在新疆举
行，刚刚组队不久的山东队，报
名参加了成年组比赛，安凯、李
文龙、于松楠、公俐、李璇、贾惠
凌都在其中。如果十四冬没有
推 迟 ，这 批 队 员 大 部 分 将 在
2 0 2 0年可以参加青年组的比
赛，成绩可能会更好。

然而，比赛推迟四年，这批队
员直接面对任子威、武大靖、范可
新等冬奥会冠军，再加上刘少林、
刘少昂、林孝埈等人入籍，竞争空
前激烈。

这几年，国际、国内赛事减
少，山东队员参赛数量大减，而山
东队的这些竞争对手，基本都是
在国家队训练，不论是训练条件
还是后勤保障，都远超地方队。强
手之间互相竞争，训练水平也会
共同提高，反观山东队，大部分队
员都是在本队训练，缺乏高水平
的陪练，提升速度必然受限。

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是，山东队几年下来，参与训练的

总是这十几个人，而其他冰雪强
省，可以从几百上千的备选队员
中挑选。

去年2月份，安凯在比赛中踝
骨骨折，一年之后，他就站在了十
四冬的决赛赛场，而且报名了所
有项目的比赛。作为队中的老大
哥，安凯带领山东队接力夺冠，圆
梦冬运会。

去年6月，李文龙锁骨骨折，
这次冬运会也未达到最佳状态，
但他最终还是凭借一股拼劲，夺
得一金两银。

公俐是这次比赛中“听枪”
最多的队员，她报名了女子1500
米、500米和1000米三个个人项
目和2000米混合接力、女子3000
米接力两个集体项目，全部进入
A组决赛，是赛前最被看好的队
员之一。

在女子500米1/4决赛中，由
于同组选手多次摔倒，公俐出发
4次，小组第一晋级，半决赛又是
同样原因出发3次，体力受到影
响，决赛本来第二个冲线，但被
判犯规。

而在之前的女子1500米决赛
中，公俐也被判犯规。

最后一天的女子1000米决
赛，公俐在最后时刻被对手反超，
获得铜牌，终于获得了首枚冬运
会个人项目奖牌。

最后一个项目女子3000米接
力，体能消耗巨大的公俐，带领李
璇、贾惠凌、李金恣夺得季军，获
得了本届冬运会第二枚铜牌。

“山东代表团的领导在接见
我们时说，我们是十年磨一剑。这
是对我们团队非常准确的肯定，
这批队员在两届冬运会之间努力
了八年，再加上之前的训练，十年

坚守，终于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刘晓颖说。

扎根齐鲁，开花结果

2010年，刘晓颖与爱人杨占
宇从吉林来到山东，开始了他们
的拓荒之旅，山东短道速滑，因此
艰难起步。

“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希
望在山东播撒短道速滑的种子，
让这个项目在山东扎下根。”刘
晓颖说。

但事情的艰难程度远超预
想，因为那时的山东短道速滑，
除了他们两个人，一切都得从零
开始。

2012年，山东选手李硕参加
了十二冬，那是山东首次派队参
加冬运会短道速滑比赛。

“第一次参赛，我们只有一名
运动员，第二次参赛，我们最好名
次是第四名，第三次参加冬运会，
我们金银铜牌全拿了，山东已经
是中国短道速滑不可忽视的一支
队伍。”杨占宇说。

流年似水，说不尽的艰辛往
事。山东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刘晓颖和杨占宇的目标也
一步步实现，山东短道速滑在不
到14年的时间里跨越式发展，开
花结果。

与东三省的发展路径不同，
山东的短道速滑从一片空白开
始。目前的山东队，已经具备了30
多人的规模，这其中有半数是土
生土长的山东人，另一半则是全
国各地慕名而来。

随着队员水平不断提高，滑
行速度越来越快，原有的训练场
不能满足安全需要，从2020年开

始，队伍常年在承德训练，教练和
队员长期处于漂泊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短道
速滑队快速缩短出成绩的周期，
缩小了与黑吉两队的差距，成为

“北冰南展”的范例，在业界受到
瞩目。

好消息是，在各方面努力下，
山东自己建造的标准短道速滑
馆，预计会在今年内投入使用；省
内济南、青岛、淄博等市的青年队
颇具规模；来自济南的张心喆和
淄博的李金恣，在不久前的冬青
奥会上摘金夺银，李金恣还参加
了十四冬公开组比赛，夺得女子
3000米接力铜牌，两名小将已成
为青年队中的佼佼者。

“以前队员是零基础进省
队，我们要从头教起。现在好几
个市都有了自己的市队，教练员
队伍成长也很快，他们培养的队
员进入省队，进步也就更快。”刘
晓颖说。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
夕照间。”成功的喜悦来不及细
品，山东队又要开始新的征程。比
赛还没结束，刘晓颖就召集教练
组开会，布置备战下一届冬运会
的工作。

“一个备战周期大概六七年，
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有点晚了。”刘
晓颖说，“我们现在已经拿过冬奥
会亚军，冬运会冠军，冬青奥会冠
军，下一步，我们要向冬奥会冠军
努力。”

冬运会比赛结束第二天，山
东队就回到承德，开始准备接下
来的冠军赛、U系列比赛，一天假
期也没有。

在奋斗者心中，没有终点，全
是起点。

呼伦贝尔，塞外北疆，第14届全国冬运会短道速滑决赛，冰雪严寒挡不住冰迷的狂热。在这场冬奥会级别的比赛中，九位冬奥会冠军轮番登场，山山东代表团
表现出色，以四金两银两铜收官，成为中国短道速滑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令人惊喜的是，由山东自己培养的选手手，夺得一金两银两铜。

五年之前，记者与山东队主教练刘晓颖曾经有过一次对话，畅想山东短道速滑前景，五年之后，记者再次与刘晓颖回顾顾山东队的奋斗历程，山东选手已经手
握冬奥会亚军和冬运会冠军，她说，下一步就要向冬奥会冠军发起冲击。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在寒风凛冽的海拉尔，山东短道速滑再次出发。

山山东东短短道道速速滑滑队队期期盼盼未未来来夺夺得得冬冬奥奥会会冠冠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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