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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鸰觉得，用“永不言弃”来形

容自己是再精确不过了。作为内蒙

古医科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授课

曾是她最熟悉的日常。此外，她还

有最热爱的事情——短道速滑。

国内唯一的ISU短道速滑编排

记录长

31岁成为短道速滑裁判，39岁

从零基础开始学英语，47 岁成为

ISU（国际滑联）短道速滑裁判员，

61 岁被任命为索契冬奥会短道速

滑男子组比赛编排记录长，65岁成

为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体育协调

处短道速滑项目竞赛主任……今

年 70 岁的申鸰是目前国内唯一的

ISU短道速滑编排记录长。

12岁开始练习速滑，有过短暂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生涯，在高校执

教后，因为对冰场的不舍，申鸰在

朋友的建议下尝试走上裁判之路。

“我当运动员没有像叶乔波那样升

过国旗；我当教练，也没有培养出

像王濛那样的运动员，那么我当裁

判，就想走到最高级。”

想要做到“天花板级别”的ISU

裁判，首先要过的就是英语关。申

鸰跟着广播电台的函授节目和电

视大学学英语，她还请学校的外教

把短道速滑的规则逐条朗读后录

下来，反反复复聆听，熟悉英文规

则。2000年，申鸰成为了ISU裁判，

意味着有了执裁奥运会的资格，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为奥运做些什

么，但那时候我没想到会让我去执

裁奥运会。”申鸰说。

冬奥会“三朝元老”

因为短道速滑，申鸰成为冬奥

会“三朝元老”，因为永不言弃的人

生信条，她把热爱的事做到极致。

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申鸰收

到了来自国际滑联的任命书。她被任

命为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组比

赛的编排记录长。申鸰回忆起当时的

心情，“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事实上，申鸰口中的幸运是靠

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换来的。在此之

前，她已经在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

会、短道速滑世锦赛等多项国际赛

事的编排纪录组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随着计算机系统介入比赛，50

岁时申鸰开始学用电脑，赶上年轻

人的步伐。“作为编排记录长，我必

须掌握这些东西。我没有年龄上的

优势，所以我要比年轻人更努力！”

接收报名单，统计参赛人数，

编排竞赛日程，记录运动员成绩，

进行下一轮次的编组，及时下发分

组表……每次比赛，编排记录长总

是所有裁判员中最先开始工作的，

这个位置不仅需要十足的耐心和

细心，还需要丰富的经验。2018年，

冬奥会来到韩国平昌，这项繁琐而

重要的工作，又落到了申鸰头上，

成就了她独一无二的工作经验。那

时，申鸰也已经被提名为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项目竞赛主任候选人。

很快，经过国际滑联和冬奥组

委的批准，申鸰被任命为2022年北

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竞赛主任，

65 岁的她来到北京工作。“竞赛主

任可与我以往的裁判工作性质截

然不同，涉及到与比赛相关的方方

面面，任职后，我也感受到了无穷

的压力。”申鸰说。在筹办冬奥会期

间，申鸰的工作涉及赛事交通、餐

饮、场馆场地建设和大型体育器材

采购等，不懂就去学，因为热爱，申

鸰对未知从来没有恐惧。

希望“十四冬”是我的收官之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项目的顺利举行，意味着69岁的申

鸰站好了冬奥会裁判生涯的最后

一班岗。“竞赛主任一职是对我的

专业技能、综合知识、协调组织、抗

压能力等最为严苛、严峻和严酷的

一次综合挑战。很欣慰，我挺住

了！”申鸰感慨万千。

70岁，是一位ISU裁判正式告

别执裁工作的年纪。今年短道速滑

世锦赛间隙，国际滑联为申鸰举办

了温馨的退休仪式。不过，与短道

速滑大半生的“羁绊”并没有这么

容易放下，申鸰说：“虽然到了应该

告别冰场的年纪，但是我还是很不

舍。特别是‘十四冬’马上就要在内

蒙古举办了，如果需要，我时刻准

备着，希望这是我的收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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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牛天甲

连日来，呼和浩特天气渐冷，而

随着内蒙古冰雪运动协会“冰雪运动

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

学校引进了冰雪运动项目并开设专

业课程，学生享受畅玩冰雪的快乐。

种类繁多的项目让学生看花

了眼

在呼和浩特市试验中学，旱地

冰壶、桌面冰壶、冰蹴球、旱地冰

球……种类繁多的四季化冰雪运

动项目让学生看花了眼。

“我印象中的冰雪运动项目只能

在冬天进行，今天的活动内容让我着

实开了眼界。我体验了旱地冰壶、桌

面冰壶及冰蹴球，项目的玩儿法兼顾

趣味性与竞技性，还很容易上手，我

非常喜欢。”11月15日，呼和浩特市

实验中学鼓楼校区学生王艺涵说道。

为进一步营造“十四冬”浓厚氛

围，充分发挥校园冰雪“小手拉大

手”模式，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内蒙古冰

雪运动协会大力开展“冰雪运动进

校园”主题公益活动，2023 年已成

功走进 100 余所学校，覆盖幼、小、

中、高各个年龄段学生共1万余名，

宣传带动效果覆盖5万余人次。

专业模式激发学校冰雪运动

内生动力

“内蒙古冰雪运动协会举办的旱

地冰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让我系

统学习了旱地冰壶的相关知识和专

业规则。现在，我在学校主抓旱地冰壶

的推广和培训工作，学生参与热情非

常高，学习兴趣也非常强。”呼和浩特

市红旗小学体育教师周强对记者说。

11 月 14 日下午，呼和浩特市

红旗小学操场上，内蒙古冰雪运动

协会教练员李翔宇正在进行旱地

冰壶专业授课，来自红旗小学 5 年

级的5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节课程。

现场，李翔宇教练与学生互动，

逐一纠正学生的投壶姿势，并对比赛

战术进行现场指导。“目前，协会已在

呼和浩特市范围内20余所学校开展

相关专业课程，协助15所学校建立

了校园冰雪运动俱乐部。通过理论讲

解、上手实操、器材观摩、校队比赛的

形式，进行系统性授课，旱地冰壶、冰

面冰壶、越野滑轮等专业课程覆盖人

数已达8000余人。”李翔宇表示。

2023年，内蒙古冰雪运动协会

紧密贴合“十四冬”筹办工作，大力

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主题公益

活动，通过趣味比赛、技能培训、专

业讲解等形式进行教学、培训，为

内蒙古冰雪类人才培育打下了良

好基础，迎接“十四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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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牛天甲

执裁3届冬奥会 申鸰希望继续为“十四冬”出力

内蒙古“冰雪运动进校园”火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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