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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株洲专业体育项目的选材面，以及让

更多的农村孩子通过专业体育改变人生轨迹？

从 2010 年起，株洲市体育运动学校就计划把皮

划艇、赛艇、摔跤、武术等项目，放到乡村高中，通过

体校结合的模式，培育几个重点体育项目，同时也

解决运动员的读书问题。随后，皮划艇、赛艇项目落

户攸县三中，摔跤、武术、柔道、拳击项目落户渌口

三中。

经过数年的发展，皮划艇、赛艇和摔跤三个项目

已经成为株洲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最近的三

届省运会都是金牌大户，还走出了李树文、周平

平、刘晗等一批国家级运动员。武术、柔道、拳击

也成为株洲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项目。

“专业体育，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是除

读书外改变命运的另一条出路，对于学

校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渌口

三中党组书记兰波感慨。

渌 口 三 中 是 一 所 典 型 的

乡村高中。伴随着近年来城

区 高 中 的 扩 招 ，如 同 大

多 数 乡 村 高 中 一 样 ，

学校迅速“滑落”，

生源一直是“低

进 ”，升 学 率

亦 惨 淡 得

很，很多

农 村

孩子来这所高中读书，包括家长在内，都是抱着一

毕业就去城市打工的想法，对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多

少期待。

既然传统的路走不通，为何不走其他路，兰波认

为，专业体育就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2016年，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渌口三中合作，打造

摔跤柔道武术基地，摔跤柔道训练馆、武术馆、拳击

馆、综合体能训练房先后拔地而起，杠铃、哑铃、布

人、布袋、甩绳等训练设施设备也逐渐配齐，市体育

运动学校教练来到渌口三中进校指导，当年秋天便

迎来了第一批运动员。

在接下来的 8 年时间里，渌口三中的体育队伍，

频频在省级、国家级各类比赛中获奖，先后拿下 300

多枚奖牌，从学校走出了数十名运动员，他们要么进

入省专业队，要么通过体育特招的方式进入全国各

个大学读书。仅 2023 年，渌口三中就有 21 名体育特

招生，被河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

高等院校录取，不少来自大山的孩子也因此改变了

人生轨迹。

伴随着渌口三中和攸县三中合作的两个训练基

地办得卓有成效，市文旅广体局尝试把“体教融合”

的改革走向深处，计划推出相关方案，让更多的体育

项目乡间学校落地生根，扩大这些体育项目选材面

同时，亦为株洲、湖南乃至国家队选出更好的体育苗

子，更能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大山的孩子能够通过

专业体育改变人生轨迹，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

山，走向全国。

一群乡村孩子的竞技体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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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知名“草根”演员王宝强执导的电影《八角笼中》正在热映中。电影中王
宝强饰演的前格斗冠军向腾辉，创办民间体校，带领一群来自泷山的底层孩子，
冲破命运牢笼的故事，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

在湘江之滨的渌口区淦田镇，也有一个类似的乡间体校，一群来自农村的少
年，带着纯真的梦想，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在一列列南下北上火车飞驰的京广
铁路旁，走上竞技体育之路。

2016年，株洲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渌口区第三中学合作，在渌口三中校园内
成立专业的摔跤柔道武术基地，把专业体育训练搬到田间地头，给来自大山的孩
子，除了读书之外另一条走出大山的路。“练摔跤苦不苦？”

“有点苦。”

“如果重新选，你还会练么？”

“我会。”赵俊豪很坚定。

赵俊豪来自渌口区一个偏远的

山村，2021 年考入渌口三中时，他不

知道未来在哪里。他说，自己文化成

绩很一般，考上本科基本没戏，三年

高中过后，就准备跟村里其他年轻人

一样，去株洲市里或者去更远的广东

打工，进工厂，或者学点技术做装修

师傅。每次想到这里，赵俊豪心里又

难免纠结，若都是打工，那初中毕业

就可以，何苦要花三年时间上高中？

他不甘心。

在 校 园 里 闲 逛 时 ，他 偶 尔 发 现

这座乡村高中竟然有摔跤馆，宣传

栏里还写着，有世界冠军教练现场

指导。这个信息犹如一束光，照进了

他的生活。

从小爱跑爱跳的赵俊豪，此后经

常来到摔跤馆看大家练习，厚着脸皮

找教练聊天。几次三番，教练王银凤也

觉得这个娃有点意思，暗中观察也发

现他身体素质尚可，爆发力还行，“就

是练摔跤有点晚了”，但架不住赵俊豪

热切的眼神，还是同意了他加入。

成为专业体育生的好处显而易

见，不仅可以凭借体育专业考大学，

表现得好，还能进入省专业队，“毕

竟，摔跤是株洲传统优势体育项目，

曾经走出过多名国家级选手。”

同样是渌口区农村孩子的何露，

也是渌口三中摔跤队的一员。他从小

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运动素质。“我爸

爸的一个朋友是摔跤教练，一眼就看

中了我。”何露说，“他说我身体壮实，

是练摔跤的好材料，于是推荐我去了

市 体 育 运 动 学 校 接 受 专 业 摔 跤 训

练。”

但摔跤之路并不平坦。“上初中

后，我觉得练摔跤没意思，加上个子

长高了，练摔跤没优势，于是转去练

篮球了。”但是何露很快发现自己并

不适合篮球，身体不够灵活，也不够

协调。“而且我还是喜欢摔跤那种直

接对抗的感觉。”于是何露又开始练

摔跤了，并通过体育特招来到了渌口

三中。

“我以后要靠摔跤吃饭呢。”何露

说，今年是他练摔跤的第七年，摔跤

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相比于赵俊豪和何露，是为了寻

求出路而练摔跤，王家乐走上拳击之

路，竟是为了减肥。王家乐小时候很

胖，他的舅舅是散打教练，于是父母

便要他跟着舅舅练散打，就当锻炼身

体，练散打的第一个夏天，他就瘦了

20 多斤。后来，舅舅去了别的城市发

展，他也转去了拳击项目，2019 年来

到渌口三中就读。

“要么吃学习的苦，要么吃拳击

的苦。”王家乐偏科严重，学习的苦想

吃也消化不了，只能吃拳击的苦，“所

以要把拳击练好一点，未来才能搏个

好出路。”王家乐对记者说。

仲夏的清晨，天亮得特别早，6 点

不到，伴随着学校旁边京广线上一列

列呼啸而过的火车轰鸣声，近百名运

动员已经在操场上集合，开始一天的

晨练。

先是 2000米慢跑，接着是 2000米

循环冲刺跑，接着做拉伸运动，然后

不同项目的体育生各自练习基本功：

摔跤队员练双人力量，武术队员练踢

腿和空翻，拳击队员练挥拳。

一个多小时下来，运动员们个个

喘着粗气，汗流浃背。

“晨练只是开胃菜。”王银凤说，

晨练完后他们各自回到教室，学习文

化知识，到了下午 5 点，又要开始晚

训，晚训主要内容是技巧和力量训

练，有时也会进行实战，教练们会在

一旁进行指导。

晚训的强度可不低。摔跤运动员平

均每个小时，摔和被摔 200次以上；拳

击运动员则要1小时内，各种挥拳1000

次以上，平均每两秒多就要挥拳一次。

领队刘旦说，他们每一个动作都

要练几百上千遍，不仅要掌握要领，

还要能在赛场上使出来。如果练的效

果不好，晚上还要加练，可能会练到

深夜九十点。

这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常态，枯燥

而艰苦。

如果遇到二青会、省运会、省锦标

赛、市运会等省市乃至全国大赛，渌口

三中的运动员们要进行集训，“要么在

学校，要么前往市体育运动学校。”刘旦

说，集训的强度比晚训还要大，还是全

天性质的。

“集训时候，每

天都感觉骨头要散

架。”何露坦言，平

时训练的强度他

还能适应，到了

集训时候，每天

训练完，爬楼梯

都要扶着墙壁，

躺在床上能感

觉 到 全 身 酸

痛 ，痛 到 睡 不

着觉。

何露还向

记者展示了他

的耳朵，像菜花

一样肿胀，这是

典 型 的“ 摔 跤

耳”，几乎每个摔

跤运动员都有，因

为在摔跤过程中，耳

朵不断被折断和增生，

早 已 失 去 了 原 有 的

轮廓。

“‘摔跤耳’还好，最磨人

的是各种伤病。”他们中的不少

人被病痛折磨得几度想要放弃。

赵俊豪今年 2 月便在一次实战训练

中摔折了锁骨，“当时家里人劝我放

弃，我自己也打了退堂鼓。”赵俊豪躺

在床上想，一路走来都吃了这么多

苦，“如果放弃，之前的苦不就白吃

了？”不甘心的他，又坚持了下来。

赛场上，运动员们一瞬间决定成

败；赛场下，谁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汗，

流过多少血。

这些专业体育生，除了要面对枯燥而又艰苦的

训练，还要面对这所坐落在乡村的高中静谧而又单

调的生活。

对于习惯了城里生活的孩子，来到渌口三中，

“感觉自己来到《变形记》的节目现场。”易新月感触

最深。她说：“城里的生活和农村差别大，村子里很安

静，小伙伴之间友好团结，无拘无束。”

今年 13岁的易新月，此前一直在城里生活，今年

3月才被哥哥带来渌口三中，成为该校训练基地年纪

最小的运动员。

“别看她小，实力并不弱，比她大两三岁的男队

员也不一定能赢她。”领队刘旦说。易新月的身体天

赋出众，幼儿园就被发掘去练体操，一度还入选过省

队集训。

“我练摔跤是因为哥哥。”易新月说。哥哥是摔跤

运动员出身，后来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了

省城工作。她想踏上哥哥曾经走过的路，当然也将承

受哥哥曾吃过的苦。

训练上的苦，易新月还能忍受，而乡间的新生

活，她却是各种不习惯：远离父母，没有娱乐，也没有

了曾经生活的热闹。她想逛街、玩桌游、看电影、唱

KTV、吃夜宵……要实现这些愿望，最近的地方也有

十多公里，要到渌口区的中心地带。

“正因为乡间没有太多嘈杂，大家只能把更多的

注意力放到训练中来。”王家乐认为，是学校安静的

环境成就了他，在学校两年的训练中，他的实力突飞

猛进，在省市大赛上获奖连连。

面对乡间单调生活的不仅仅只有运动员，还有

他们的教练。

刘旦说，在渌口三中的专业教练，大都是从省队

退役下来的专业运动员，有的甚至获得过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教练王银凤就曾经两获中国式摔跤世界

冠军，刘旦也多次获得过全国大赛冠军。

“当运动员时，我们都是在城市里生活，没想到

当教练了，竟然要跑到乡下带学生。”刚到渌口区淦

田镇时，王银凤也不习惯，就跟她从老家山西来到株

洲当教练一样，要面对陌生而单调的生活，但待的

时间久了，不习惯也习惯了。

“有时候，我们也羡慕城里的教练。”刘旦

说，他们不仅生活便利，还能陪在家人身

边，出去娱乐也方便，“但想想跟着我们

训练的孩子们，小小年纪便离开家人，

只为寻求一条出路。”

在刘旦等人的努力下，去年岳

阳省运会上，从渌口三中摔跤柔

道武术基地走出去的运动员

表现惊艳，基地所涉四个项

目在省运会上取得的积

分均位居全省前三，黄

旭和王家乐分别拿

下所在项目金牌，

多人被选拔前

往省专业队

参与集训。

但是，竞技体育的成才是

“金字塔”模式，塔顶的冠军只

有一个，塔下排列着成千上万

的人。王家乐也期望有机会，

如那些征战奥运会、亚运会的

家乡前辈一样为国争光，但他

现在的目标是进入省队。去年

省运会上，他依靠自己的双

拳，为株洲夺得拳击项目唯一

一枚金牌。

“也许我不会成为

世 界 冠 军 ，但 我 会 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

王家乐说，即使以

后 转 行 不 当 运 动

员 ，体 校 的 经 历

对他的一生都受

益匪浅，“体育练

就 了 我 坚 强 的

性 格 ，敢 拼 搏 ，

哪 里 跌 倒 就 在

哪里爬起来。”

同在操场上

训练的李思健，

在王银凤的指导

下，一丝不苟地完

成每个摔跤动作。

他今年高二，未来

一年将非常关键，

尽管已经拿到一级

运动员证书，但他依

然不敢懈怠。

李思健说，他还要

继续提高自己，为家乡

株洲夺得一块金牌。“去

年省运会遗憾没有参加，

只能在青运会上弥补了。”

他正在积极备战今年 10 月

举行的全国青运会。

能进入省队的运动员毕

竟是少数，乡间体校的大部分

运动员仍然是通过高考来改

变人生轨迹。

“今年渌口三中这批孩子

当中，有 21人考上本科。”拿着

学生成绩单的刘旦，一脸兴奋地

对记者说，这创下了历史新高。

当然，开心只是暂时的，

暑期是赛事月，全省乃至全国

各个项目的赛事将陆续开展，

刘旦、王银凤正带着学生们，

在渌口三中开展为期一个多

月的集训，“希望他们在比赛

中都能获得好成绩。”

何露仍旧沉浸在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喜悦当中。作

为摔跤项目的体育生，何露今

年在体育单招考试中表现优

异，考上了他最心仪的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为此，家

里最近还摆了几桌酒席庆祝。

尽管已经毕业了，何露仍

旧会回到渌口三中，如同过去

三年一般，跟学弟学妹们一起

训练。“摔跤是一辈子的事儿，

不能说考上大学后就丢了。”

只是一周没有训练的他，体能

已经跟不上学弟学妹们的节

奏，半个小时后便气喘吁吁地

走到一旁休息。

一旁的赵俊豪却显得忧

心忡忡，今年高二的他，练摔跤

才 1 年多，但今年必须要出成

绩，拿到二级运动员证书，明年

才有资格参加体育统考。目前

的他正在积极备战省锦标赛以

及全国中国式摔跤赛事。

“ 压 力 有 些 大 。”赵 俊 豪

坦 言 ，毕 竟 今 年 2 月 他 受 过

伤，休养了两个月，目前在做

恢复性训练，不敢上力量，技

巧也有些生疏了，“无论是读

书，还是练摔跤，哪一条路都

不容易。”

易新月则跟着哥哥姐姐

们训练，还在上小学的她，省

运会、锦标赛、考大学对她而

言，还很遥远。对于未来，她非

常乐观，“我肯定会成为比哥

哥还厉害的摔跤运动员。”

选择

训练

生活

目标

渐进

教练在帮孩子做韧带拉伸教练在帮孩子做韧带拉伸。。

为 国 争 光 是

每 个 小 运 动 员 的

梦想。

▼训练之余，孩子们的

嬉戏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