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

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

鞍钢拔河队组建近20年来，秉承着“在世界舞台上展示鞍钢工人力量”的

信念奋勇拼搏、刻苦训练，不断创造佳绩。2008年至今，这支队伍先后7次代

表中国出征，在全国各类比赛中获得金牌百余枚，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10

枚，为中国拔河运动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向世界展现了鞍钢力

量、中国力量，为祖国争光、为鞍钢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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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

钢铁工人的“世界冠军”之路
——探访十获拔河世界冠军的鞍钢拔河队

本报记者 叶舟

本期策划

鞍 钢 拔 河 队 凭 借

“一根绳、一股劲、一个

梦、一条心，不断挑战，

永不放手”的精神一路

披荆斩棘，斩获多枚世

界锦标赛和世界公开

赛金牌，曾夺得女子组

合和男女混合项目世

界 冠 军 ，扬 威 国 际 赛

场，是名副其实的冠军

队，也是中国拔河运动

的形象代表。

本期深度关注走近

这支多次为国出征的钢

铁强队，讲述他们在世

界赛场奋勇夺金的动人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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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一根绳精神”
舟语

记者视点

十几年来，鞍钢集团大力推进拔河运
动，鞍钢拔河队多次为国出征，捷报频传、屡
创佳绩，在世界舞台展现了钢铁长子的奋进
风采。鞍钢拔河队在多年的刻苦训练中形
成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于挑战、永不放
手的“一根绳精神”，其释放出的强劲动力正
为推动鞍钢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最是精神动人心。面对当前严峻而复
杂的市场形势，面对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时代使命，鞍钢广大干部职工要以鞍钢

拔河队为榜样，发扬“一根绳精神”，团结一
心、克难攻坚，闯关夺隘、追求卓越；用汗水
和拼搏锤炼不服输的拼劲、打不垮的韧劲，
激发自强自信、不懈奋斗的钢铁力量；把你
追我赶、分秒必争的奋进精神融入岗位日
常，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和更加良好的精
神状态在各条生产战线“争金夺银”。全力
将“一根绳精神”转化为推动鞍钢集团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豪情，为开创新鞍钢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注入澎湃动力。

图片说明：
①鞍钢拔河队进行蹬地和协

调性训练。
②鞍钢拔河队勇夺 2024 年

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女子540公
斤级金牌。

③成绩的背后，是队员手掌
上厚厚的老茧。

①①

②②

③③

为国出征：
十次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你们的精神将鼓舞鞍钢职工，立足岗
位、奋勇拼搏，夺取首季生产经营‘开门红’，
为新鞍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再创佳绩！”

2月20日，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
成旭专程来到鞍钢体育馆训练场，看望慰问
刚刚从瑞典赫尔辛堡凯旋的鞍钢拔河队，祝
贺代表中国出征的大力士们载誉归来。

就在9天前，农历正月初二，代表中国出征
2024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的鞍钢拔河队勇夺
女子540公斤级金牌。时隔六年，五星红旗再次
在世锦赛赛场升起，庄严雄壮的国歌再次奏响。

作为国内拔河领域的知名队伍，这支以鞍
钢一线职工为班底组建的拔河队，2010年首次
代表中国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室内拔河
锦标赛，就获得女子500公斤级冠军，为中国拔
河项目赢得首枚世界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

此后，鞍钢拔河队代表国家多次参加世
界锦标赛和世界公开赛，开启了鞍钢人的“夺
金”之路——

在2018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上，鞍钢
拔河队第三次蝉联世锦赛女子500公斤级冠
军，拿下女子540公斤级亚军，首次在国际大
赛中获得混合600公斤级冠军、在世锦赛俱乐
部公开组比赛中获得男子640公斤级亚军，实
现新的突破。

在2021年中国拔河俱乐部公开赛和全国
拔河精英赛中，鞍钢拔河队包揽全部级别冠军。

在2023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上，鞍钢
拔河队获得女子 540 公斤级冠军、男女混合
580公斤级季军、女子500公斤级季军，收获一
枚金牌、两枚铜牌……

鞍钢拔河队不负众望，凭借坚定的战术
执行、默契的技术配合、顽强的意志品质，在
比拼中势如破竹、强势夺冠，一次次向世界展
示中国拔河运动的硬核实力。

每一次为国出征的机会对拔河队队员来
说都弥足珍贵，但比赛中各种意想不到的情

况总会不期而至。
在2024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的首日赛

上，鞍钢拔河队不敌队员大多是高中生、体能优
势巨大的中国台北队，错失女子500公斤金牌。

“论体力，我们不占优势；论人数，对方是
我们人数的好几倍，采用疲劳战术轮番轰炸
我们。”面对强悍对手，拔河队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临时调整作战方案，取消了接下来第二
天的比赛，迅速调整状态，准备以最好状态迎
接第三天的比赛。

“当时，我们整个队伍都面临着巨大压
力。调整了作战方案，又主动放弃了一场比
赛资格，如果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会是
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鞍钢拔河队女队队
长田甜感慨道。

带着背水一战的坚定决心，鞍钢拔河队
走上女子540公斤级的赛场，以超强的意志战
胜中国台北队，夺得了最终胜利。

鞍钢拔河队主教练闫士安表示：“我们要
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钢铁工人的力量！”

磨炼技巧：
打造无人匹敌的钢铁大力士

“比赛有输有赢，从领奖台下来的一刻，
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但技术的改进和积累不
能停。”闫士安告诉记者。

成立至今，鞍钢拔河队成绩斐然，但队员
们没有丝毫松懈，仍然日复一日坚持训练。
鞍钢拔河队的训练场地位于鞍钢体育馆，每
天下午 1 点到 4 点是拔河队雷打不动的训练
时间。在狭长的拔河队训练室里，12米长的
赛道上，伴随着整齐响亮的口号声，手中紧握
拔河绳的八名女队员，踩着整齐的步点慢慢
向后挪，拔河绳另一端的拉力器上，超过一吨
重的“铁疙瘩”被缓缓拉起——即便是队内训
练赛，队员们也毫不松懈、劲头十足。拔河队
刚组建时，力量训练用的是麻绳和轮胎，而今
训练器材早已换成新研制的拉力设备。

“这些年，拔河队能不断取得进步，离不开
鞍钢集团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保证了队伍
的训练时间和训练条件。”闫士安说。鞍钢集
团人力资源部专门为拔河队制定队伍建设相
关制度，鞍钢集团工会拨专款购买拔河组合训
练器材，给予拔河队全体教练和队员极大的支
持、鼓励和信心。

竞技拔河是集体项目，每队出场8人，一方
将另一方拉过4米距离即赢得比赛。规则看似
简单，但在赛场上，队员依次排开后头尾相距8
米至10米远，如何配合发力，全靠绳上的感觉。

“拔河制胜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合力，八个
人在一根绳上，需要一条心、一股劲。”鞍钢
拔河队教练员谷冬梅一边说，一边让队员们
演示——头绳、尾绳配合发力，头绳往后一
拉，尾绳往下一沉，长绳开始移动，渐渐得出
胜负。

田甜告诉记者：“比如教练打一个手势，我
们就知道要进攻或是要防守。我在前面喊一
句，后面的队友就知道我们现在又该蹬了，或
者是身体该站起来一点，还是沉下去一点。”

这种默契来自队友间多年的反复训练和
磨合。

拔河在鞍钢一直有非常好的基础，最多
的时候有100多支队伍，下班后或者休假日，
职工们总喜欢在一起交流切磋。2006年，鞍
钢考虑到拔河作为职工运动项目覆盖面更
大，更能体现钢铁企业职工的力量，便鼓励鞍
钢业余田径队转型。

“一开始，思想上肯定是不愿转的。干田
径的时间长了，业务熟练，队伍也经常在全国
各种比赛中拿第一。而换拔河，一切得从头
来，所有的技术环节都要现学，怕干不好。”正
当闫士安犹豫的时候，时任鞍钢工会负责人
的一句话触动了他，“国家现在大力发展拔河
运动，我们可能有机会代表鞍钢走出国门，站
在世界的舞台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于是，闫士安毅然决然地承担了拔河队
教练的任务，这一做，就是将近20年。

对于半路出家的拔河队队员们来说，转型
最难之处就是所有技术环节都要重新学习。
2008年以前，鞍钢拔河队取得的最好成绩仅
是全国比赛的第四名，闫士安感到前所未有

的压力。
2008年2月底，世

界室内拔河锦标赛在
意大利举行，这为鞍钢
拔河队在世界大赛舞
台上近距离学习先进
技术提供了机会。闫
士安带着相机来到现
场，把比赛画面一一记
录下来，再同团队细细
研究，为的就是“找出
最上劲儿的方式”。

“鞍钢拔河队刚刚
成立时，国内的主流技
术是躺身式姿势，我们
队员都是初学乍练，跟
腱较硬，脚掌压不住地
面。”闫士安说，“没有
哪一套技术是可以直
接照搬就能用的。从意大利回来后，我们在
借鉴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板凳式
拔河姿势，能够让队员的脚掌完全接触地面，
大大增强了摩擦力。”3个月后，带着新技术参
赛的鞍钢拔河队夺得当年的全国拔河锦标赛
男、女队冠军。

田甜至今仍对那年的比赛情景念念不
忘：她们参加的是女子组520公斤级决赛，结
束哨音响起，鞍钢拿到了冠军，场下的替补队
员和啦啦队一拥而上，抬着她们欢呼离场。

对田甜和鞍钢拔河队来说，那是一场意
义重大的胜利。“这意味着鞍钢拔河队可以站
上更高的平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拔河项目比拼的是团队的综合能力。为
了增加力量，队员们要一点点挑战超出自身
体重的拉力训练。目前，鞍钢女队8名参赛队
员的体重之和不足500公斤，而全队的拉力已
经达到800公斤。

拔河这项运动，不仅要拼体力，还要拼战术。
比赛中，队员通常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

站位，个子最高的在最前面做头绳，体重最大
的在最后做尾绳，教练则在一旁指挥。闫士
安说，“双方体重基本一样，一开始都会有一
段僵持时间，何时进攻就是门学问了。队员
在绳上能感受到对手力气大小，教练员在旁
边能更全面地观察对手的状态，一旦发现破
绽，立即组织进攻。”

“拔河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有很深的学
问。比如站在队伍最前方的头绳，相当于队伍
的眼睛，要时时感受对手的变化，保持队伍的
稳定，同时向同伴传递准确的信息。”闫士安
常跟队员们说的一句话就是“8个人拧成一根
绳，团队比拼不是比谁最强而是比谁最弱。”

永不放手：
拼的就是鞍钢人骨子里不服

输的精气神儿

“一根绳、一股劲、一个梦、一条心，不断
挑战，永不放手。”看到鞍钢博物馆二楼的“魅
力鞍钢”展厅里的鞍钢拔河队历年成绩，参观
者都会由衷地对这支出自鞍钢集团的国家队
表示赞叹。

“这次我们获得金牌，除了战术上的成
功，更重要的就是队员们的坚持。”鞍钢拔河
队领队告诉记者。拔河队从北京出发，换乘
了三趟航班，辗转40多个小时才抵达赫尔辛
堡，还没来得及倒时差就投入到比赛中。

“别看每场比赛的胜败只在短短几分钟，
但对体能和耐力要求很高，更何况队员们在四
天内就赛了35场。坚持到最后取得的胜利，全
靠着队员们的拼劲儿和韧劲儿。”谷冬梅说。

每当被问到制胜的关键，拔河队的队员
们总是这样回答：“要说我们在赛场上，和对
手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鞍钢人骨子里不服
输的精气神儿。”

一根长绳，双方对阵，动作专业，步调一
致……“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谁也不能掉队，
就像一根绳，少了哪股都不行！”队员张桂艳告
诉记者。拔河是一项力量性十足的竞技项目，
基本动作看似简单，却需要成百次上千次练
习。大家这种不愿拖集体后腿的强烈心态，变
成了训练和比赛时的强大意志力。

刚开始练拔河时，队员们每天握着粗绳
子，磨出了血泡就挑破继续训练。经常是这
块肉皮还没好，那块肉皮又裂开了个口子，每
一次握绳都钻心的疼。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队员们手掌上的
老茧结了一层又一层，越厚越爱裂，反复脱
皮，训练用的麻绳上都留有被汗水和血水浸
渍的痕迹。有 11 年队龄的队员胡艳丽笑着
说，“手磨破了，我们就缠着纱布继续练，膝盖
胳膊磕伤了，也都咬牙坚持。”

“一说拔河，大家都觉得是个趣味项目，
其实，长时间的发力对体能和耐力要求很
高。每场拔河比赛全程也就4分钟左右，需要
全力以赴，非常考验选手意志品质。”

作为女子拔河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之
一，48岁的田甜仍然在比赛中担当头绳或尾
绳的重要位置。“虽然我的身体条件跟年轻队
员没法比，但我可以比年轻队员练得更多。”
因为膝盖有伤，她训练时没法做负重深蹲，她
就做腿部蹬举。130公斤的蹬举，每组120个，
她每天会多做好几组。

近20年间，拔河队中的队员来了又走，有
些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不适合长年
累月的高强度训练，有些是改行去做其他工
作，但更多的队员选择了坚守。谷冬梅、张桂
艳、田甜……她们和闫士安一样，在近20年的
时光中，始终选择了坚守在拔河队。

“我们是从鞍钢走出来的队伍，一代代钢
铁工人的光荣和坚守，在训练和比赛的艰难
时刻总会给人以信念和力量！”谷冬梅说。

近几年，鞍钢拔河队迎来了新老交替的
“磨合期”。年龄最小的新队员史思雪今年只
有24岁，和田甜的年龄差了整整一倍。新队
员加入后，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提
高默契程度。“整个磨合期大概有一年的时
间，虽然大家训练都很努力，但默契这个事必
须靠时间来强化。作为新队员也要尽快融入
团队中，拧成一股绳。”史思雪说。

望着训练室墙上的赛场照片，田甜感慨
地说：“每次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
起的时候，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自豪，那是用多
少钱都换不回的荣誉。我们想把赛场上那种
奋力拼争的劲头转化为工作的动力，传递给
每一名鞍钢职工。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这
辈子能在鞍钢拔河队光荣退休，值了！”。

一场比赛收官，鞍钢拔河队正为下一场
比赛积蓄力量。对于主教练闫士安来说，他
已经有了新的梦想——带领鞍钢拔河队在
2026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上争得冠军，亲
眼看着五星红旗在赛场冉冉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