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场前一碗鸡汤面
是他精心准备的贴心餐

7 月 28 日晚上，在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现场，

浙江选手石智勇霸气无敌向全世界宣告再次称王，

赛后他跟记者坦露，称重后最开心的是享受教练邵

国强的鸡汤面。究竟是一碗怎样特别的面条，让这

位两届奥运冠军心心念念？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杭州人都喜欢吃面，

这就像大家平时吃的用鸡烧的高汤面啊。”面对钱

江晚报记者的好奇，邵国强回答得很平静。

在里约奥运会上，石智勇夺冠的项目是69公斤

级，而本届东京奥运会参加的是73公斤级。很多人

不知道的是，当时参加 69 公斤级，石智勇需要控制

体重，每天只能吃个六七分饱，这次级别升了，控体

重相对来说没有以前这么辛苦。

专业运动员常年累月训练非常辛苦，虽然运

动队的伙食不错，邵国强隔三岔五会炖点红枣桂

圆羹之类补品，给大力士们“补神力”，而石智勇提

到的鸡汤面则是比赛上场前的能量补充。因为从

称体重环节到上场比赛，其间一般要隔两小时，这

时候吃碗鸡汤面，他们的胃会舒服，身体也能很好

地吸收。

于是，只要有比赛，邵国强都会用精心挑来的本

鸡给弟子们烧鸡汤面。“这次去日本比赛也是照旧，

我还特地去买了个当地能用的电饭煲。”

奥运会后紧跟着全运会
和妻子只能微信上沟通

队员们能经常品尝到邵国强教练精心烹煮的美食，

不过家人们则没了口福，因为这九年一直聚少离多。

“聚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他们过年都不休息

的。前两年参加完国际大赛，有时有一周左右的调

整，他会回家。后来随着奥运临近，就没有休息了。

我们就在微信上见面，早上问个好，晚上视频聊聊

天。”在浙江省体育局住宅区邵国强的家中，已退休

的妻子虞旦平独自忙着照顾放假在家的 5 岁小孙

子，酒柜边挂着的一堆参赛证见证着丈夫这些年带

队南征北战。

邵国强是浙江海宁人，从小练习举重，于 1974

年入选省举重队。在他当运动员期间，曾多次在全

国举重比赛中夺得冠军，并多次打破全国纪录。退

役之后，一直在浙江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工作，现

任中国男子举重队副主教练，本次东京奥运会带训

的石智勇、李发彬代表中国队参赛，均获得了冠军。

东京奥运会，原本虞旦平准备和儿子、孙子一起

去看比赛的，后来受疫情影响，赛事推迟一年举行，

一家人的日本行也只能搁浅。中国举重队是 7 月

19日到达的东京，让虞旦平最记挂的还是邵国强的

身体，“他之前因为房颤动过手术，怕他太累压力太

大睡不好。”

于是，两人聊天时不谈运动队只谈家里琐事。在

虞旦平心目中，邵国强厨艺好，还是个很细心的男人。

两人结婚后，家中事都不用自己操心。自己怕晕车，平

时连公交都不敢乘，独独坐邵国强开的车，很平稳从不

会晕。不过，从9年前开始，邵国强先去宁波、再到北京

常年在外带训，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这次去东京，邵国强一直待在奥运村，回国前特

地去给孙子买了吉祥物，“他出生后，我一直在外

面。希望以后有时间就多陪陪他。”

本报记者 杨静

石智勇摘得举重男子73公斤级冠军、打破世界

纪录，李发彬在男子61公斤级夺冠⋯⋯两个奥运冠

军的背后是同一个教练——退休返聘的 65 岁中国

举重队副主教练邵国强，“前天晚上我们团队已经返

回北京，一周以后各自在隔离区重新恢复训练，因为

全运会马上就要开赛，任务真的很紧迫。”

中国举重队副主教练邵国强，上得了赛场进得了厨房

两位奥运冠军背后
站着一位退休返聘的浙江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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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秒83！32岁的中国飞人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苏炳添把创造奇迹的功劳归功于背后的教练团

队，核心人物就是他的主管教练兰迪·亨廷顿。

2013 年，男子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迈克尔·鲍威尔

和前三级跳世界纪录保持者班克斯的教练兰迪·亨

廷顿成为了中国跳远队的外教，他在短跑项目上同

样颇具心得，得意弟子鲍威尔就是例子。田径名宿

邹振先评价亨廷顿是一个“多事的老头儿”，亨廷顿

给短跑组提意见。

2014年，亨廷顿指出苏炳添之前的百米技术存

在的问题——起跑转平跑很快，但在 50 米至 60 米

时就容易节奏混乱，力量和速度逐渐下滑。在亨廷

顿的建议下，苏炳添改变了跑器上双脚的位置，并调

整了自己的起跑脚。这样细节变化推动了苏炳添第

一次蜕变，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比

赛中，苏炳添跑出了 9 秒 99 的成绩，首次打开了 10

秒大关。

2017 年开始，亨廷顿正式成为苏炳添主管教

练。亨廷顿帮助苏炳添改变跑动过程中的摆臂动作

和脚掌落地后的发力方式。苏炳添一度感到不适，

但成绩进步却很明显。2018 年国际田联马德里挑

战赛，28 岁的苏炳添跑出了 9 秒 91 的成绩，追平了

卡塔尔归化选手奥古诺德保持的亚洲纪录；七天之

后，在钻石联赛巴黎站上，苏炳添再次复制了 9 秒

91的奇迹。

在亨廷顿的指导下苏炳添迎来了自己的巅峰，

整个 2018 赛季苏炳添四次打开 10 秒大关，成为了

国际田联官网文章中称赞的“中国 SU 度”。参加雅

加达亚运会前，亨廷顿信心满满表示苏炳添的极限

是9秒85。

2019 年，30 的苏炳添遭遇了腰伤侵袭暂别赛

场近十八个月。蛰伏的日子里，亨廷顿一边利用关

系专门到瑞士找到了费德勒的医生来帮助苏炳添治

疗，一边利用更加科学的手段不断帮助他打磨各项

技术细节。

“2019年整个国家队都开始使用高科技辅助训

练。即使是举杠铃也有高科技电子检测出运动员的

有效做功区间。兰迪帮助联系运动专家，给我们运

动员做三D模型。通过将运动员的跑动姿势输入电

脑，对比最科学的模型跑动姿势，来发现运动员每个

跑动瞬间的不科学的地方。”

苏炳添介绍说，连晚上的睡眠也有监控。在亨

廷顿和整个教练团队的帮助下，苏炳添的状态逐渐

复苏。

在东京奥运会百米决赛结束后，亨廷顿发了一

段很长的朋友圈，感谢了这个超过12人的大团队对

于苏炳添的帮助，其中不仅有医疗师、体能师、营养

师和科研人员，甚至还有生物力学专家。

在复盘决赛时，亨廷顿却说，自己和团队没能为

苏炳添在短时间内连跑两枪做足训练上的储备，深

感自责。 本报记者 杨渐 实习生 林硕

苏炳添凭什么跑出9秒83
答案在他外教的朋友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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