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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的北京摔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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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摔跤队是一支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队伍，建队二十几年来，在国内外比赛中共夺得金牌近100

枚，十多人次荣获全国成年比赛冠军，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和市体育局等有关领导部门的表彰。 

  1980年6月9日，北京摔跤队在北京四块玉训练基地正式组建。杨本林担任领队，林昭任主教练。古典

式和自由式各有15名队员。队员中有学生、待业青年、工人，成分比较复杂，作风比较松散。针对这种情

况，摔跤队的领导确定首先从思想上建队，抓全队的作风建设和文明建设。他们提出了“四讲一美”的口

号，“四讲”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纪律；一美是“语言美”。初见成效之后，他们又结合实

际，以语言美作为突破口，开展“文明周”活动。在“文明周”活动里，上至领队下至每一个队员都相互

监督、相互提醒，使用文明语言，对说脏话者进行处罚，并将检查和处罚情况张榜公布，加强队员的是非

观念，增强荣誉感。一段时间之后，全队的精神面貌开始好转。在此基础上，摔跤队又不失时机地把“文

明周”活动开展为“文明月”活动，一步步地巩固取得的成果。原来那些以说脏话为“派”的队员即便在

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也能控制好自己的嘴巴了。 

  在进行文明教育活动的同时，摔跤队还制定了严格的生活作息制度，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都做了明

确的规定，做到了有章可循，以章治队，使队员们的一日生活制度化。领队和教练以队为家，和队员们生

活在一起，本着“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及时发现队里存在的问题，加以正确的引导及时解决。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北京摔跤队的思想建设和文明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

彰。1981年北京摔跤队被北京市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评为青少年教育先进集体。1982年北京摔跤队团支部

在“五讲四美”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北京市体委团委表彰，被命名为

先进团支部。 

  建队初期，摔跤队条件很艰苦，没有训练馆，只好在汽车库和食堂里进行训练。领队和教练员引导队

员树立正确的训练思想，使队员们懂得：只有付出大的代价，才能取得好的成绩。同时，摔跤队采取措

施，严明训练纪律，督促队员刻苦训练。队里规定：队员有伤病必须持医务室的证明并得到教练的同意才

能停止训练；即使有伤病，只要可以活动也要到场观看训练。教练对队员进行的全面而又严格的基本功训

练，使队员大都具有一定的中国式摔跤的技术战术功底。在技术全面，动作规范的基础上，教练鼓励队员

们不断更新技战术，多练就绝招，全队技战术水平提高很快。1983年，建队仅三年的摔跤队第一次参加全

国运动会就一鸣惊人，总共夺得了六枚金牌、三枚银牌、三枚铜牌。梁德金、张建华分别获得自由式摔跤

48公斤级和50公斤级的冠军，李海生、刘好学、王云虎、张德群分获古典式摔跤48公斤级、52公斤级、57

公斤级、62公斤级第一名。北京摔跤队的团体总分超过了在国内一直居于垄断地位的新疆和内蒙古而名列

全国第一。这届全运会上，北京代表团夺得的金牌总数为17枚，摔跤队的金牌总数占代表团总数的

35.3％。北京摔跤队为北京代表团立了大功，也为首都人民赢得了荣誉。 

  1983年，北京摔跤队的几名运动员还代表我国参加了一些国际比赛，取得了较好名次。刘好学在世界



强手云集的世界摔跤锦标赛上获得古典式第八名；李海生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九国摔跤邀请赛，夺得古典

式48公斤级的冠军，梁德金也在亚洲摔跤锦标赛中取得了自由式摔跤52公斤级的铜牌。 

  1984年，李海生、梁德金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山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

李海生在古典式摔跤48公斤级的比赛中名列第七，梁德金也在48公斤级自由式摔跤比赛中获得第八名，青

年选手陆常洪参加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也取得古典式68公斤级第六名的较好成绩。 

  北京摔跤队建队三年就进入高峰期，尤其是在第五届全运会上的突出表现引人注目。在一片赞扬声

中，队员们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加上一些客观原因影响，整个队伍有些松散，出现了反复，接连发生一

些问题，甚至有个别队员在外面打架而被公安机关拘留。针对这些问题，队里结合建队以来的情况再次认

真进行思想整顿，制止骄傲情绪的滋长，组织队员进行讨论，统一认识，重新严明纪律和规章制度，同时

对队伍进行了调整。摔跤队还建立了光荣榜，列举出为祖国、为首都赢得了荣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培养队员的集体荣誉感。鉴于经验教训，摔跤队还特别注意培养队员的自觉精神和自制能力。经过努力，

北京摔跤队在走过一段小小的弯路之后重回正轨，年轻队员也很快成熟起来。1986年6月，北京摔跤队在全

国青年摔跤锦标赛上获得自由式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三个级别的冠军。 

  进入九十年代后，北京摔跤队持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几乎每年都有冠军进账。自由式摔跤队的王克

标、隗和民、蒋雨宏、张帆、刘生、张杰、蒙海波、张文岩、连春超等队员都数次获得全国比赛和全运会

冠军。古典式摔跤队更有李海生、王晓歧、蒋玮、张世晨、赵东升、杨延良、刘洪彬、阎伟、张洋、崔

鹏、高云飞、布仁、连春志等多名队员在全国跤坛称雄。 

  从1999年开始组建的北京女子摔跤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人们带来了惊喜。姑娘们在主教练梁德金

的训练指挥下，刻苦训练，顽强拼搏，技战术素养不断提高，比赛能力突飞猛进。在1999年全国女子自由

式摔跤锦标赛中，曹海英获得了56公斤级第一名；王旭获得了世界锦标赛72公斤级第二；张艳玲获得67公

斤级第三名。2003年，王旭获得了72公斤级全国锦标赛冠军，同年获得了世界锦标赛亚军，并拿到了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入场券。 

  北京摔跤队为北京市竞技体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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