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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举重队的诞生
开化第一支举重队是什么时候成立

的呢？ 这与一名叫朱云儿的人有关。
朱云儿是占旭刚的启蒙教练，也是当

地远近闻名的“冠军教练”。
时间倒流回 1984 年。那一年，新中国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一举斩获 15枚金牌，
其中举重项目夺得了 4 枚，一时间，举重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要知道，在此之前，
社会对举重的认同度普遍不高，不少人甚
至存有一定的偏见， 认为举重会把人压
矮、使人受伤，不适合青少年开展。

在全国浓厚的举重氛围下，曾在浙江
省举重集训队待过的朱云儿更加坚定了
成立举重队的想法，并分别于当年的10月
和12月到北门小学和南门小学招生，成立
了一支只有十余人的业余举重队，准确地
说，是男子业余举重队，朱云儿是唯一一
名教练员。训练场地十分简陋，就设在当
时县体委一楼，原是堆放水泥、建筑材料
的仓库，光线不太好。训练器械只有一副
杠铃，还是县体委委托县农机厂制作的。

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却培养出了
占旭刚等一批优秀的男子举重运动员。

那么，第一支女子举重队又是什么时
候成立的呢？

1986 年年底， 朱云儿从浙江省举重
协会年会上得知，浙江省将于次年举办第
一届女子举重锦标赛。那时开化还没有女
子练举重，但朱云儿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
会。 回来后就立马让开化二中、开化中学
的老师帮忙物色一些爆发力好、像男子一
样“蛮”一点的女生，并且委托开化中学的
体育老师协助招生宣传。

“没想到吸引了很多自发前来报名的
女孩子， 我还记得那时在训练场地上课，
一转身，发现几个小女孩正趴在门缝里偷
看，我一打开门，她们就飞快地跑开了。等
我第二次打开门的时候，就把她们带进了
训练场。”朱云儿告诉记者，这群小女孩里
有个叫林建英的，后来在浙江省第一届女
子举重锦标赛中拿了冠军。

“哦，来举重，我妈妈说就来玩一天，
明天不用来的，举重会变矮的。 ”直到现
在， 朱云儿一想起李佳敏这句童言稚语，
还是会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读初二的李佳
敏个子矮小，只有 20多公斤重，本是抱着
来玩一玩的心态，结果朱云儿在测试中发
现她爆发力强、协调性好，第二天中午就
寻到她家， 正巧李佳敏和她父亲在吃饭，
便跟他父亲交谈， 说举重不会把人练矮，

反而会促进身高增长，就这样把她招到了
举重队里。 李佳敏 1988年被选入浙江省
举重队，1994 年夺得全国女子举重锦标
赛 50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冠军， 超两项
女子举重世界纪录。

经过挑选，朱云儿最终组建起了一支
8 人队伍，也就是我县第一支女子业余举
重队，队员都是学生，集训了三个月便去
比赛， 最终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二名、9 个
单项第一的好成绩。

1988 年参加浙江省第二届女子举重
锦标赛时，开化女子业余举重队不仅取得
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运动员叶
美珍更是以 85.5 公斤的成绩超女子举重
56 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 成为我省第一
个超女子举重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当时轰
动了全国，新闻先后在浙江电视台和中央
电视台播出。 开化举重也渐渐崭露头角，
并于当年建立了少体校。

两届奥运冠军占旭刚的故事
占旭刚是中国男举蝉联奥运冠军第

一人， 是中国举重史上的标杆性人物，直
到现在逢“举重”便会联想到“占旭刚”这
三个字。

那么， 占旭刚是怎么被挖掘出来的?
又是怎么走上冠军之路，站在世界最高领
奖台上的呢？

说起来与现任县体育局游泳中心主
任程克俭还有一段渊源。 没有他，朱云儿
可能就错过占旭刚这棵好苗子，也就没有
后来的两届奥运冠军了。

程克俭是我县第一支业余举重队队
员，与占旭刚是同门师兄弟。 1984 年，程
克俭还只是北门小学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家住县体委附近，每天放学后就爱跑到县
体委看举重，他的体育老师看他如此有兴
趣，便想让朱云儿收下他。

“一个人练没意思，给他找点小伙伴一
起练吧！”就这样，朱云儿开始到北门小学、
南门小学招生， 眼光毒辣的他一眼就相中
了当时在南门小学读四年级的占旭刚。

“旭刚虽然个子小，但爆发力很强，当
时立定跳远跳了 2 米 1， 是 20 多个孩子
中跳得最远的。第二天我又让他跟其他选
中的十几个孩子一起到县体委进行举重
测试，教他做举重动作，一点就会，十分聪
明，是棵练举重的好苗子。”想起当时的画
面，虽时隔多年，朱云儿仍历历在目。

为了让占旭刚走进少体校举重馆，朱
云儿颇下了一番功夫。当时占旭刚的父母
担心儿子练举重不长个儿，朱云儿便每天
不停地到占家做工作，同时一再向占旭刚
灌输，只要努力，他就能够到杭州去，能拿
世界冠军，拿奥运冠军，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说服了这家人。

事实证明， 朱云儿的眼光是对的。
1987 年，年仅 13 周岁的占旭刚因身体素
质出众被入选浙江省举重队。 1993年，在
各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他被评为“亚洲优
秀青年举重运动员”。此后，他凭借着过人
的天赋和刻苦的训练， 一路过关斩将，走
向世界。

刚出道时的占旭刚在男子举重 70公
斤级项目上具备世界超一流水平。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占旭刚厚积薄发夺
得举重 70公斤级冠军，并连破抓举、挺举
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这犹如在开化丢
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人们奔走相告，全县
上下一片欢腾。

“旭刚回家那天，华埠到开化两旁道路
被围观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回忆起那天的
场景，朱云儿仍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从

那以后， 全县上下迅速掀起了一股举重热
潮，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少体校。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占旭刚又
勇夺 77 公斤级冠军，成功蝉联冠军。

占旭刚的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 朱云
儿告诉记者，占旭刚天赋过人，比赛时毫不
怯场，人越多越兴奋，爆发力越强。 且从小
就很有志气，当时他是队里年龄最小的，但
也是最刻苦的， 每天早上 5点就准时出现
在那座简陋的训练馆里训练。 1986 年 7
月， 浙江省第八届运动会举重比赛在海宁
市举行，他因为年纪小不能参赛，但在测试
中却创造了三项 40公斤级年龄组省纪录。

“当时几个比他大的拿了金牌回来，大家一
起照集体照时，别人说借块给他挂挂，他硬
是不要，说要拿以后自己拿！ ”

冠军层出不穷的秘密
据悉， 开化至今共有 63人次获得全

国少年举重比赛前 6 名，有 222 人在全省
青少年举重比赛中获得单项第一名，有
40 人 128 人次在省级比赛中打破各年龄
段纪录，包括两届奥运冠军占旭刚、浙江
省第一个超女子世界纪录的叶美珍、两超
女子举重世界纪录的全国冠军李佳敏、打
破亚洲纪录的詹晓林、两届世界青年锦标
赛冠军毛晨、获得三届全国青年男子举重
锦标赛冠军的后起之秀沈霄霆等这些享
誉中外的“大力士”。

那么，是什么让开化举重健儿充满力
量，屡屡夺冠呢？

“这与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举重运动
基础是分不开的。 ”县体育局局长程军华
告诉记者，开化是山区县，早年间道路交
通不便，很多人出行都得肩挑担扛，闲下
来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便练石担、举石锁、
习拳弄棍，时常出现乡里乡亲比比力气的
热闹场面，直到现在练石担、举石锁仍是
开化人逢年过节的保留节目。

举重运动在开化非常受欢迎，每次举
办国内外赛事，整个县城都像过节一样热
闹，老百姓竞相观看，经常出现一票难求
的情况。特别是 1989年，全国青年举重锦
标赛在开化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座位
只有不足一千， 很多人不能进场观看，那
时街上接了很多高音喇叭，实时转播比赛
实况，每个高音喇叭下，聚集了不少人在
听比赛。“这些年我们还举办了农村趣味
举重大赛等一系列新奇又好玩的举重比
赛，通过开展举柴火担、背粮食包等游戏，
不断激发老百姓的举重热情，浓厚开化的
举重氛围。 ”县体育局办公室主任李春生
告诉记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寄语开化
“居神仙境”， 可见咱们开化是一个具有灵
气和仙气的地方。神奇的是，优质的山水空
气、 热情的开化人民和浓厚的举重氛围不
但能给本地举重健儿注入源源不断的力
量，来开化比赛的外地举重健儿也不例外。

“这是我第一次来开化， 空气非常清
新， 开化人民对举重事业充满了热情，让
我在整场比赛中充满了力量。 ”这是浙江
队运动员石智勇在夺得 2015年全国男子
举重锦标赛 69 公斤级冠军后发自内心的
赞叹。 石智勇是占旭刚的徒弟，此次夺冠
是他走向里约奥运会的关键一步，此后他
不负众望， 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重男
子 69公斤级决赛中力压群雄，摘得桂冠。

举重事业蓬勃发展
芹江边，绿树掩映间，一座方方正正

的体育馆静静地矗立着。这是开化为了适
应举重事业发展的需要于 2001 年建成的

亚洲一流举重馆。 当年尽管财政困难，开
化县仍投入 2000多万元用于建设， 各乡
镇、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捐款
捐物支持。

然而， 要实现举重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仅仅把硬件设施提上去还不够，更需
要优秀举重人才和教练员的支撑。

为了挖掘好苗子，为举重队不断注入
新生力量，开化县少体校把招生范围从县
城扩大到了全县，这一政策给农村孩子提
供了进城上学的机会和“鲤鱼跳龙门”的
又一种可能。“不少农村家长愿意把孩子
送到少体校，毕竟，从事体育训练，有可能
成为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甚至奥运冠军，
更有可能通过训练进入大学深造。 ”开化
县少体校校长张溪文告诉记者。

此外，少体校体教结合的教学方式也
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举重运动员“四肢发
达，头脑简单”的固有思维，培养出了许多
全面发展的举重运动员， 至今已有 30 多
名运动员被上海、 成都等体育院校录取。
傅秀秀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曾 2次获
得浙江省青少年举重冠军赛冠军，1 次获
得浙江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冠军……今
年高考，她以 635分的高分被大连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院录取。

“加 5公斤，把动作做好来。”每天，朱
云儿都会准时地出现在举重馆内，指导自
己的两个小徒弟训练。 三十多年了，朱云
儿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了开化的举重事
业上，退休后仍活跃在执教一线，和他培
养出来的学生詹晓林、詹文武、毛晨一起，
为开化下一代的举重事业奉献自己的力
量， 为国家队输送更多像占旭刚一样的

“大力士”而不断地努力奋斗着。
此外，开化深厚的举重运动积淀也吸

引了国内外各大举重赛事。至今已成功承
办了全国男子举重冠军赛、中日韩举重邀
请赛、浙江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2015 年
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等赛事。“2015年我
们承办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时，国家体育
总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周进强对
开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开化的办赛能力
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相信以后定能吸引更
多的高水平举重赛事落户开化。 ”对于开
化举重的未来，县体育局局长程军华信心
满满。

一座小城 为何频频冒出举重冠军？
本报记者为你揭密开化举重运动的背后故事

浙江省体育强县、浙江省青少年举重训练基地、全国举重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一座小小的浙西山城，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举重头衔？又为何能在全国举重界占有一席
之地？ 为什么各种举重人才能层出不穷，各种顶级赛事能接二连三地举办?记者带你一同探访背后的故事。

记者 方晓璐

观看衢州市第一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钱江源杯举重比赛 （朱云儿提供）

1996 年占旭刚在二十六届亚特兰大
奥运会上

花山脚下，原举重训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