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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蓓蕾）6月 14
日，记者走进辽源市西安区乒乓球
学校，瞬间就被一楼大厅的荣誉墙
所吸引：全国少儿八大杯排名前三
强的开拓杯、奥星杯、娃娃杯赫然在
列，各种赛事百余个奖杯奖牌排列
有序，金光闪闪，尽显霸气。而这些
仅是该校奖杯奖牌数量的十分之
一。截至 2022 年，该校共获奖项
1129个，位列全国县区榜首。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是吉林省

唯一一所国家级学校，是全国教
体结合的先进单位。近年来，该
校凭借深厚的教育基础和先进的
教学理念，培养出 3000 多名乒乓
球人才，在国内外各大赛事连获
佳绩、捷报频传，展现出极高的竞
技水平和拼搏进取精神，是全国
为数不多的一支县（区）业余球队
能和全国各省市行业体协专业队
抗衡的学校。

目前，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少儿

选材、启蒙训练、连续培养“一条龙”
式的教学模式可为全国少儿冠军不
经过专业队的训练，直接进入国家
优秀苗子集训队，少儿训练水平、竞
技水平达到国内国际一流水准，特
别是女队处于国内国际领先地位。
2002年至今，该校已培养21名少儿
全国冠军，23人次进入国家青年和
少年集训队，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
扩大，成为“国球”项目的一张闪亮
名片。

1129枚奖牌全国独一无二

本报讯（记者 陈博琳）走进西安区
乒乓球学校球馆，墙上刘雨辰手握球
拍、英姿飒爽的大照片格外醒目。激励
着小队员们挥汗如雨，发奋训练。

比赛分量各不相同，少年“开拓杯”

乒乓球比赛，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影响
力大，被称为国内少年乒乓球第一赛。
2019年 4月 28日至 5月 3日，全国少儿

“开拓杯”乒乓球比赛在梅河口市体育
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1000多名少
儿乒乓球精英参加了全国规模最大、最
高水平的“红双喜开拓杯”比赛。来自
我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的刘雨辰首次
参赛就夺得冠军。此后，她连续三次蝉
联“开拓杯”冠军。2022年，国家组建
少年队，刘雨辰入选，并在两次集训后
最终排名成为国少队女队 1号选手。
今年3月26日，刘雨辰参加了在山东济
南举行的国家精英系列赛暨国家青年
队选拔赛中，年仅12岁的她又以连续9
个4：1的优异战绩，正式进入国家青年
队。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完美地实现
了由少年队到青年队的两大跨越。

刘振国说：“刘雨辰最大特点就是
爆发力强，在女孩子里千里挑一，天
赋＋刻苦＋不服输，未来可期。”

刘雨辰：国少队女队1号选手

刘雨辰半年时间分别打入国家少
年队和国青队。

本报讯（记者 陈博琳）前不久，西
安区乒乓球学校年仅 7周岁的小队员

吴红慧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刘振
国等恩师，到省队报到正式开启国乒少
年队训练。

刘振国说：“吴红慧在今年4月28日
参加了山东威海南海新区国家乒乓球训
练基地举行的 2023年国家少年队选拔
赛，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被选入了国
家乒乓球少年队。成为吉林省体育史上
入选国家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个纪录
前无古人，很难‘有来者’，这是吉林的骄
傲，更是辽源的荣耀。”

据了解，吴红慧入选国家队后，引
起了省体育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以特殊
人才角度，积极向省政府报告，为吴红
慧申请到了一系列特殊待遇：办理事业
编制手续、每月 4000 多元工资、每月
1950元训练补贴、选优秀教练一对一
训练、食宿免费……

吴红慧：创下吉林省纪录

年仅 7 岁的乒乓小将吴红慧手捧
国家队少年队录取通知书。

为什么曾经在国际乒坛上不可一世
的日本乒乓球选手伊藤美诚一蹶不振，
常常被国乒队员打哭？对于广大乒乓球
爱好者来说，也许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记者骄傲地告诉你：这里有我
们辽源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的贡献。

如何打败国乒？日本队借鉴国乒
“大魔王”邓亚萍正面反胶、反面长胶的

打法，想出了正面反胶、反面生胶的新打
法，最有代表性的队员就是伊藤美诚。
她借助变化多端的发球，利用生胶弹和
正手拍打，一时间让国乒队员很难适
应。丁宁、刘诗文、朱雨玲等国乒主力都
曾吃了败仗。那还了得！一直称雄国际
乒坛的国乒哪吃过这个亏？国乒针对伊
藤美诚的打法，搞起模拟训练。而生胶
打法需要极高的手感，挑选高强的“假想
敌”尤为重要。于是，由西安区乒乓球学
校输送给国家青年队的队员赵尚担起了
此重任。

赵尚今年 22岁，虽不是力量型选
手，但手感极好。她每天模拟伊藤美诚
打法，不辞辛苦地甘当孙颖莎、陈梦、王
曼玉等国乒女队主力的陪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乒女队主力
在赵尚的陪练下，很快地掌握和适应了
正面反胶、反面生胶的打法。从此，每
次国际大赛上，伊藤美诚一遇到国乒主
力就是厄运到来，不是挡在前十六，就
是挡在前八，很少能打进前四，常常被
打得痛哭流涕。赵尚因此被称为国乒
幕后英雄。

赵尚：国乒的幕后英雄
本报记者 陈博琳

赵尚挥汗如雨，甘当幕后英雄。

在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一个个年轻的身影活跃
于轮滑训练场，风驰电掣飙
速度，热血澎湃展激情。从
训练场上的挥汗如雨到竞技
场上的奋勇争先，他们一次
次书写着战胜自我、超越自
我的精彩篇章，已然成为西
安区发展冰雪运动的蓬勃力
量。

和宁街小学速滑队 13岁
小将李湘兴奋地对记者说：

“我的偶像是武大靖哥哥，当
他每次像一道闪电滑过终点
线时，我感觉既激动又震
撼！我也要像他一样不断超
越自己，为国争冠！”因为偶
像的力量，李湘始终保持刻
苦训练，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努力着。她曾为辽源市代
表团夺得第十九届省运会首
金，短道速滑丁组女子 500
米、三圈追逐两块金牌，并在
2022—2023 全国青少年 u 系
列初中组女子 3000米接力中
勇夺第一名，屡创骄人战绩。

作为体育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近年来，西安区着力完
善青少年冰雪运动制度保障
体系，逐步夯实青少年冰雪
运动人才根基，构建起校园
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体系，大
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积
极创造条件，鼓励师生外出
比赛。十年间，近三千人参
加了轮滑、滑冰运动，为我省发展冰雪运动输送
众多优秀人才。

西安区实验小学、石河小学、和宁街小学在
2018年被省厅评为“冰雪特色校”，率先开展“冰
雪运动进校园”活动，通过“冰雪”特色融合，让学
生在学习技能中体验冰雪乐趣、了解冰雪、爱上
冰雪。组建于2016年的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速滑队、轮滑队，先后培养训练轮滑、速滑竞技学
员 500余人，在省、市各类比赛中获得金牌 50余
枚，银牌 60余枚，铜牌 80余枚。此外，青少年活
动中心扩建项目建成后可提供游泳、轮滑、乒乓
球、武术、文艺等多项体育运动及文化活动场所，
室内轮滑馆将开展区域赛事及国内各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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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源，说起西安区乒乓球学
校，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从 1979
年一间屋子一张球台发展到现在万
余平方米校区40张球台，从一名老
师发展到 19名专业教师组成的教
练团队，从80年代“土八路”球队发
展到如今吉林省第一所国家级乒乓
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发展历程可
圈可点。目前，累计获得国际国内
奖牌1129枚，已培养21名少儿全国
冠军，23人次进入国家青年和少年
集训队，创造吉林省体育史上入选
国家队队员最小年龄记录……一张
张亮眼的成绩单，让西安区乒乓球
学校走出辽源、走向国际，成为“国
球”项目的一张闪亮名片。

辽源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前身
是西安区煤城小学乒乓球队。在一
间30多平方米、只有两扇小窗户的
日伪时期房子里起步，虽然当时条
件艰苦，但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西

安乒校在各项比赛中逐渐崭露头
角，摘金夺银，名声大噪。特别是从
1982 年-2018 年连续 10 届省运会
为辽源市夺得金牌，其中 4届为辽
源市代表团夺得首金，在吉林省创
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建校 45年来
人才辈出，已成为吉林省在全国和
国际少儿乒乓球的拳头项目。

作为西安乒校校长兼教练的刘
振国为学校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呕
心沥血，单独一人执教12年，40余年
无休日，以校为家，把小队员们当成
自己的孩子，每逢春节都在学校度
过，把青春和激情全部倾注在乒乓
球事业上，是吉林省目前唯一在职
的特级体育教师。他先后6次被评
为国家级先进个人，荣获时任国务
院总理李鹏亲笔题词铜镜，荣为
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2017年被国
家体育总局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全国
体育先进工作者。在他的带领下，

西安乒校3次荣获国家级先进集体。
机遇的天平更愿向奋斗者倾

斜。西安乒校自立自强，勇于拼搏，
不仅赢得了众多奖牌，培养出 3000
多名乒乓球人才，更得到了辽源各
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使办学条件
不断提升和完善。1990年，学校新
建160余平方米校舍，球台增加到3
张；2000 年，校舍改造为两层，共
370余平方米，6张球台；2010年，新
建校舍 600余平方米，球台 18张；
2019年底，学校扩建近万平方米四
层训练馆，可以摆放40张球台。硬
件实力的提升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乒
乓球人才奠定了基础。

更可喜的是，在计划新建的辽
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期项
目中，将在一整层楼设置长14米、宽
7米乒乓球比赛场地30块，届时可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有效助力辽源市
甚至吉林省乒乓球事业再创辉煌。

本报讯（记者 于淼）辽源市西
安区乒乓球学校建校已有 40余年
了。从曾经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如
今的佳绩享誉全国，西安区乒乓球
学校不仅用“小球”赢得了荣誉，更
将一颗颗“小球”变成了国际友好大
使，传递着“乒乓情谊”。

据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校长刘振
国介绍，早在 1998年，西安区乒乓

球学校就曾代表过吉林省出访日
本。1999年，韩国和日本的乒乓球
代表队曾到辽源进行过正式交流。
刘振国说：“乒乓球项目不仅仅是一
项体育运动，更是我们向世界各国
展现开放、友好态度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辽源也陆续接待过美国、英
国、德国、斯里兰卡、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访团。大家在一起切磋球技、

交流情谊，在普及传播乒乓球文化
的同时，更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中国
魅力。”

“体育项目的出访一般都是以
学习、考察为目的。”刘振国说：“各个
国家的访团能来到中国，走进西安区
乒乓球学校，这就是对辽源乒乓最直
接的认可。我们也一定会用我们的
热情，让乒乓小球传递国际友谊。”

小球当起“国际友好大使”

本报讯（记者 于淼）“咱们国家
就不缺打乒乓球的”，这句小品台词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它道岀了我国
乒乓球拥有坚实、广泛群众基础的
现状。据统计，在中国不算业余爱
好者，还有大约 8700 多万乒乓人
口。单从庞大的数字上我们就能感
受到，想成为一名顶级的专业球手，
绝不是件简单的事。但不容易不代
表不可能，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就先
后直送三名队员进入了国家队。

对于每一名乒乓球选手而言，

进入国家乒乓球队是最大的梦想、
最高的荣誉。今年4月份，年仅7周
岁的吴红慧跨过省、市，直接被选入
国家乒乓球少年队，成为了西安区
乒乓球学校直接输送国家队三名队
员的其中之一。作为一个业余的体
校，“跨栏式”的大步晋级，让西安区
乒乓球学校在全国的知名度一路飙
升。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校长刘振国
向记者介绍，按照正常的训练体系，
每一名球手都应该先经过县（区）启

蒙，再到地级市进行规范训练，最后
由省队培养输送，层层选拔后才能
进入国家队。但西安区乒乓球学校
却“隔着锅台上炕”，从区里直送三
名队员进入国家队。“这就好像幼儿
园里培养出了博士。”刘振国笑着
说，“一步跨过三个栏！这是非常不
容易的，在全国也从来没有过。我
们的选手有天赋、有毅力，相信以后
我们能为国家队输送更多乒乓球高
质量后备人才，让‘辽源乒乓’的名
片越来越响亮。”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隔着锅台上炕”

走进西安区 感受群众体育的魅力
从一张球台到辽源名片

本报记者 田蓓蕾

西安区以赛促练，全区排球赛已连续举办了13届。

▲乒乓学校训练一角。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西安
区大力普及
太 极 扇 运
动，提高人
民体质。

▲冬天练冰刀，夏天转轮滑，西安队轮滑训练场面。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