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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月霞

业训多点开花，提振发展速度

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 9月

9 日在武安市文化体育中心拉开战

幕，来自全省的 400名青少年运动员

展开激烈争夺，展现了河北乒乓球后

备人才的勃勃生机。省体育局乒羽中

心竞训科科长赵敬磊高兴地对记者

说：“本届省运会决赛阶段，来了全省

11 个设区市和辛集市代表队最优秀

的青少年选手，由此可以看出我省乒

乓球项目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赵敬磊说，其实省运会青少年乒

乓球比赛组织报名是在去年预赛前，

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省乒乓球业训的繁

荣景象。在上个月中旬乒羽中心组织

的 2023年河北省乒乓球锦赛上，全省

的教练员、领队，加上运动员报名人数

有 1000多人，仅运动员就有 900多

人。“报名前我还担心受一些因素影

响，报名人数会减少，结果却大大出乎

我们的预料。”从各市报名情况来看，

石家庄的人数最多，达到将近 200人，

保定、邯郸各有 150人左右。“这次锦

标赛面向社会公开报名，甚至有的家

长自己主动给孩子报名，这在之前是

没有过的。”

赵敬磊表示，从两个方面来看，说

明我省乒乓球业余训练呈现多点开花

的局面。一是人才分布情况，虽然仍是

石家庄占据明显优势，人数最多，但没

有呈一家独大的局面，辛集、廊坊、邯

郸、唐山、衡水这几个市的业训基础也

都不错，人才分布比较均匀。其次是在

业训点方面，石家庄市基础最好，有石

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石家庄市

体育运动学校、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

基地、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等业训

点，每个业训点都有多名经验丰富的

基层教练员；衡水是体教融合搞得好，

带动了乒乓球项目的发展；保定作为

“冠军之城”，有发展乒乓球项目的传

统优势；辛集是梯队建设好，从幼儿园

到初中都有相应的业训点。

抓好“三支队伍”，期待合力爆发

谈到为何乒乓球青少年业余训练

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时，赵敬磊表

示，一是乒乓球作为“国球”，在我省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各地群众喜

爱，使这个项目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

高，各个年龄段都有众多的爱好者。二

是乒乓球项目在河北有很好的传承，

自建队以来先后涌现出了王志良、张

燮林、李景光、郗恩庭、齐宝香、耿丽

娟、李惠芬、杨广弟、王浩、高军、牛剑

锋、白杨等一大批乒乓名将。近年来，

我省乒乓球运动发展成效显著，培养

出了孙颖莎、梁靖崑、何卓佳等国家乒

乓球一队队员，起到了明星的引领带

动作用。三是省体育局高度重视项目

发展，近年来，乒羽中心在省体育局的

领导下，在乒乓球项目发展上采取了

多项措施，使得项目发展的越来越好。

狠抓“三支队伍”建设，催生全面

发展。狠抓教练员队伍，实行“选进来”

战略，即基层教练可以到省队来交流

学习，甚至有了全国赛事，这些基层教

练也可以和省队教练一起带队参加比

赛，以此开阔眼界，提升教学、临场指

导等方面的水平；实行“走出去”战略：

省队教练去基层业训点，吃住一周甚

至半个月的时间对业训点进行指导。

以此打通上下不通畅的问题。

近两年来，尤其是在《河北省青少

年后备人才倍增计划实施方案》印发

后，乒羽中心也实行了《倍增计划实施

方案》，更加注重抓教练员队伍建设，

从明年起还将组织一年一次的教练员

培训。

除了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乒羽中

心还注重培养高水平教练员，因此，中

心支持省队教练员竞聘国家队教练

员，目前，国家队教练员队伍里，刘志

强、李振山、崔庆磊都来自河北。同时

还支持年轻教练员跟随国家集训队学

习交流。省队教练刘昆、刘建旭等都以

教练员的身份去过国家集训队。

狠抓裁判员队伍，实行“倍增计

划”。竞赛杠杆里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

裁判员队伍的建设，全省目前有国际级

裁判员 7人，国家级 5人，国家级以下

48人。国际级裁判员彭华还曾多次担

任全运会等全国大型比赛的裁判长。

“在‘倍增计划’印发之前，我们虽

然没有专门举办裁判员培训班，也注

重抓裁判员队伍，每次省比赛裁判员

都要提前报到，进行专门的赛前培训，

统一尺度，统一标准，把老裁判的经

验、临场执裁的经历向大家分享。‘倍

增计划’实施之后，我们从今年开始将

举办专门的裁判员培训班，并延续此

前的赛前培训形式。”

狠抓运动员队伍，重点与后备并

重。省队重点运动员备战与后备梯队

建设两手抓，竞技体育备战与青少年

体育一体推进，通过抓队伍管理、对接

国家队备战理念、交流训练、参加全国

比赛找差距、完善训练体系、建立规范

赛事体系、扶持业训点等措施，确保两

手抓、两手硬。其中，在发挥好竞赛杠

杆作用方面，除了四年一届的省运会

大练兵，中心每年还组织河北省乒乓

球锦标赛、河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河北省乒乓球县

级市锦标赛，此外还组织选拔赛、调

赛、苗子集训、训练营等，让每个年龄

段的孩子都有参加比赛的平台。在扶

持业训点方面，中心在经常性的下基

层调研过程中，了解基层业训点有什

么困难，尽量帮助解决，把省队淘汰下

来的装备，球台、球拍等，有体校需要

的就直接给他们送过去，并向一些业

训工作做得好的，向省队输送人才多

的业训点倾斜。

此外，在上个周期孙颖莎获得奥

运会冠军后，省体育局还出台政策，设

置乒乓球项目的奥运特训点，扶持了

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和辛集实验

二小两个奥运特训点，接下来还会在

唐山增设一个。

凝聚社会力量，形成良性循环

在社会办体育方面，各市的乒乓

球俱乐部数量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出来，很多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练球，

不光是为了取得成绩，更是从培养兴

趣、锻炼身体的角度出发。因为有市

场，社会办体育的教练员培养人才的

积极性也很高。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河北青少

年乒乓球业余训练形成了良性循环，

人才不断涌现也就水到渠成。如今的

河北乒乓球，不但有孙颖莎、梁靖崑、

何卓佳，还有梁俨苧、朱梓予等共 7名

国家队运动员。这些选手们在国际国

内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为省添

彩，为建设体育强省贡献着自己的一

份力量。

“乒乓球这个项目若要可持续发

展，需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青少年是

非常重要的群体，对项目今后的发展，

以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储备来说，

乒乓球需要从青少年开始抓起。我们

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参与乒乓球运

动，通过科学训练和选拔，发现一些好

苗子，纳入专业的培训体系当中去，今

后为河北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乒乓

球人才。”赵敬磊最后表示。

报名人数越来越多 项目发展越来越好

从省运会看我省乒乓球崛起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