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武汉溯汉水驱车西行不到一小时，

仙桃市即已在望。此处旧称沔阳，建制已

有 1400 余年，1986 年撤县设市，始名仙桃。

体育，特别是体操，是仙桃递给世界的

一张靓丽名片。仙桃盛产世界冠军，但“体

操搭台，经济唱戏”，不足以概括仙桃的自

豪。许多地方的“搭台”，着眼点全在于“唱

戏”，而体操则一直是仙桃与经济发展难分

伯仲的大戏。

时至今日，人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体

操，仙桃将会怎样？

溯源体育之乡

仙桃人时常把体育冠军和光荣、梦想、

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这些宏大的词

汇联系在一起，然而真正走进仙桃，你就能

感受到冠军金字塔尖下面的全民健身基

础，那是尽情惬意流淌的汗水，身心康乐无

忧的男女老少……

在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训练的孩子

们的头顶上，有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红

旗左右是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李大双和

李小双孪生兄弟的合影，另一张是杨威和

郑李辉的合影。

照片上的四个人手捧鲜花，胸前挂着

金牌，微笑着俯视场下训练的孩子。

很难想象，一个城区人口不超过 30 万

的县级市能出现这么多的世界冠军。曾有

人说，某个地域所取得的辉煌，与这个地域

人民的性格必定有联系。几年前，仙桃日

报曾发起过“我看仙桃人”的大讨论，其中

一种观点认为：仙桃人具有明显的水的风

格——灵活、精明，既坚忍不拔，也随遇而

安。不论是李小双、李大双、郑李辉、杨威，

还是举重的廖辉，在从仙桃走向奥运冠军

的过程中，极强的领悟能力和适应能力，无

疑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基础。

1990 年，李小双在北京举行的第 11 届

亚运会体操比赛中，获团体、自由体操冠

军。仙桃市体育局前局长张守国回忆：“这

成了仙桃迈进国家体委的敲门砖。”仙桃和

北京“算是搭上了关系”。

1991 年，仙桃举办了全国体操教练培

训班；1992 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

——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在开幕式

上不仅举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举办了

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宏大。

在当地编纂的《长江中游体育文化》

一 书 中，记 载 了 仙 桃 几 任 体 育 官 员 的 业

绩：第 二 任 县 体 委 主 任 万 家 金 在“ 左”的

冰 雪 尚 未 消 融 时，将“ 出 身 有 问 题”的 教

练丁霞鹏，连同体操班接进县体委，为仙

桃 体 操 事 业 开 辟 了 一 片 新 天 地；第 三 任

体 委 主 任 尹 长 海，在 体 操 项 目 下 马 的 寒

风 刮 来 时，充 当 了 仙 桃 体 操 事 业 的 保 护

伞 ；第 四 任 体 委 主 任 张 守 国 上 武 汉 、北

京，为仙桃体操事业筹措经费频出奇招，

不遗余力……

马清明在 2000 年到 2006 年担任仙桃

市委书记时，当地人认为，是他助力对外打

出体操这张名片。

1999 年，马清明带队去大连考察，在和

大连市政府领导交谈时，对方对仙桃毫无

印象，当马清明提及这里是李小双的家乡

时，对方马上就有回应，并建议说：“你们出

了 这 么 多 世 界 冠 军，为 什 么 不 打 体 操 牌

呢？就像我们大连是中国的足球之城嘛。”

经过几番运作，2000 年 3 月，国家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中国仙桃体操

之乡”的牌匾。从此，“体操之乡”声名鹊

起。时至今日，仙桃赢得的其他城市名片，

诸如“湖北温州”、“武汉后花园”、“中部投

资洼地”、“轻纺名城”等仍难与“体操之乡”

相提并论。

李小双体操学校前任校长颜永平感慨

道：“打好体操这张牌，让世界了解体操，才

能最后过渡到招商引资上。当年马书记的

心里，绝对不是只看到了体操的体育价值。”

从那些年来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

仙桃体操招商的立竿见影。

2004 年 10 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

操节。开幕式前一天，组委会经贸洽谈组

宣称：盛会完成 60 多项协议、引资 30 亿元

的目标已经不成问题。

2005 年香港举办了“湖北周”，起初仙

桃的招商展台受关注度不高，市政府赶紧

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请到香港

作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众多媒体前去采

访。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仙桃投资说明

会上，当场签订了 29 个项目，涉及的总投

资额达 29.44 亿元。

仙桃的体操“戏台”十分厚实：成梯次

结构的体操后备人才依然活跃在国家队、

湖北省队和武汉体院等地的训练场上。从

仙桃走出去的运动员，还加入到了北京、广

东、江西、河北、安徽等专业运动队中。

作 为 体 育 之 乡 ，仙 桃 还 培 养 出 一 大

批 优 秀 的 教 练 。 自 丁 霞 鹏 之 后，仙 桃 今

天 的 教 练 员，全 部 是 体 操 学 校 自 己 培 养

出 来 的，并 且 走 出 了 仙 桃 。 学 校 创 始 人

丁霞鹏的长子丁杰执教于美国某体操俱

乐 部，女 儿 丁 月 在 武 汉 电 力 学 院 教 授 体

操 课 程 。 奥 运 会 冠 军 郑 李 辉、杨 威 先 后

担 任 湖 北 省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亚洲冠军涂军现任武汉体院拳击运动总

教 练 。 全 运 会 冠 军 吴 杰、黄 志 文 现 为 湖

北省体操队骨干教练。刘洋执掌马来西

亚国家体操队教鞭。巩会江执教于湖北

省 跳 水 队 。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后 ，仙 桃

体 操 学 校 的 学 生 一 度 达 到 了 200 人 。 家

长们希望通过学校实现他们子女的冠军

梦 想，校 方 也 希 望 能 够 借 此 推 广 体 操 运

动，增加体操人数。

体操带给仙桃的知名度令人难以想

象。李小双到意大利访问时，走过一片绿

茵场地，他还没看清是谁在练球时，对面已

有人停止练球走了过来，此人是足球天才

“忧郁王子”罗伯特·巴乔，巴乔向同伴们介

绍中国的李小双，并声称“我认识！”

绿叶托起红花

金牌 121 枚、银牌 143 枚、铜牌 154 枚，

这是对仙桃体育健儿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

中进行“不完全统计”的优异成绩。看到这

样的成绩，许多人会赞叹不已，但在市体育

局局长向绍新心中，真正值得自豪的是，“你

看看，连续五届奥运会，都有我们仙桃选手

参赛。到目前为止，中国拿到的两块体操男

子全能金牌，都是我们仙桃人。在奥运赛场

上，仙桃体操选手交出了 6 金 6 银的成绩

单。这在全国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

据向绍新介绍，仙桃体操起步于 1972

年，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热爱体操事业的

丁霞鹏办起了体操班。当时，体操刚刚进

入中国，许多人对此都感到很新鲜，没有什

么人肯学。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李大双

和李小双慢慢出了成绩，体操才开始被当

地 人 认 识 ，体 操 班 也 发 展 成 少 儿 体 校 。

1992 年，李小双拿到了奥运金牌，整个城市

都沸腾了，体操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

仙桃的体操训练由丁霞鹏教练发端，

至今已坚持 40 年，其间虽遭遇不少困难，

但一直没有放弃。丁霞鹏第一次带队到武

汉参加全省比赛时，由于县里还没有受到

正式邀请，分配给全队只有一间房，丁霞鹏

就在房中间拉一道帘子，男孩一边，女孩一

边，自己守了一夜。第二天一出场，他就带

领队员取得骄人成绩。

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体操队无

场地、无器材、无经费。丁霞鹏买不起体操

垫子，就在河滩上铺上厚厚的稻草，他找到

汉江船厂的工人，用钢管自制了单杠、双

杠、吊环和高低杠、平衡木。体育场的沙

坑，也就是孩子们练习翻跟头的地方。

1973 年，继“乒乓外交”后，中国体操队

访美，这是与西方体操来往的一个转折点，

全国的基层体操也迎来了转机。当时，仙

桃市还叫做沔阳县，县体委恢复了业余体

校，丁霞鹏学校的体操队成为体校的体操

班。1978 年，县政府拨款 8 万元，丁霞鹏的

体操班终于有了一个室内训练的地方。

中国体操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场上

大放异彩，体操终于回归公共视野，体操

学 校 遍 地 都 是，体 操 的 热 潮 席 卷 到 了 江

汉 平 原 腹 地 。 1980 年 ，湖 北 举 行 第 一 次

省运动会，体操比赛就安排在仙桃，省体

操队为备战全国比赛也在仙桃集训。那

时，仙 桃 体 操 已 经 崭 露 头 角 。 老 教 练 颜

永平说：“ 我们仙桃出来的孩子一般个头

都 不 高，身 材 比 较 匀 称，胸 板 厚 实，手 臂

笔直有劲，协调性也好，这可是练体操的

天赋条件。”

1992 年仙桃“双喜临门”：李小双在巴

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仙桃成为

全国经济百强县。据仙桃人回忆，市里在

北京开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

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

人民问好”，这也是仙桃人第一次把仙桃和

体操联系起来。

2004 年 10 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

操节，当天仙桃万人空巷，周边县市的人都

跑过来看。应邀到会的贵宾、博鳌亚洲论

坛秘书长龙永图评价道：“仙桃找到了一个

融入世界的切入点，那就是体操。”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仙桃市创造了“一

座小城，两位冠军，三枚金牌，四块奖牌”的

世界体坛神话，仙桃先后走出了李小双、李

大双、杨威、郑李辉、廖辉等五位世界冠军，

在连续四届的奥运会上获得 7 枚金牌、6 枚

银牌。就全国而言，这样一个普通的县级

市，在各方面硬件设施并不突出的情况下，

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堪称奇迹。今日

仙桃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更是一座

充满活力的运动之城。

康乐献给全民

仙桃市体育局局长向绍新说，按照“三

边”（建好群众身边的场地、健全群众身边

的组织、组织群众身边的活动）和“三民”

（亲民、便民、利民）的工作原则，仙桃认真

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纲要》和

《全民健身条例》，通过加强体育运动的宣

传，努力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让体育

人口逐年增加。

2009 年，仙桃举办了第七届运动会。

运动会开过之后，全市各体育协会、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自发的群众健身组织，乘

势兴起全民健身热潮，“篮球联赛”、“桥牌

联赛”、“门球等级赛、升级赛”、“元旦迎新

长跑”、“晨晚练点健身项目展示”、“职工

运动会”、“体育舞蹈大赛”、“太极拳剑大

赛”、“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等群众体育

运动趋于制度化、经常化。仙桃每年举办

有一定规模的群众体育活动 50 多场次，参

与人员近万人次，呈现出了群众体育运动

“季季有高潮、月月有赛事、天天有活动”

的喜人局面。

2011 年，仙桃市体育局召开了全市体

育工作会议，研究谋划“十二五”体育工作

的目标和措施，完成了业余体校篮球馆的

改建，做好了“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

心的基础准备工作。

仙桃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为切

入点，推动群众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以“全

民健身日”和“时尚假日”赛事活动为主线，

组织群体活动 20 余次，定期组织全民健身

志愿者参加社区、晨晚点健身指导活动。

农村体育往往是全民健身计划中的短

板，仙桃市就此加大了力度，实施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到 2011 年初，仙桃农民健身工

程基本完成。市体育局按照城乡一体化试

点的要求，结合新农村建设，积极争取项目

和资金支持，在全市 10 个镇办建设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 68 个，全民健身路径 40 条，援

建乡镇体育健身中心 2 个，累计投入资金

160 多万元，其中为残疾人单项列支经费和

购置体育器材就有 30 万元。仙桃还开展

了以送体育知识、科学理念、锻炼技巧为主

题的“体育三下乡”活动，通过体育表演、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调动群众健身热

情，解答群众各种疑问，现场培训社会体育

指导员 100 多人。

2011 年，仙桃市体育局指导协会与企

业联办比赛 20 多次，举办了“仙源杯”门球

赛、全市体育舞蹈大赛、20 多个市直单位

职工运动会、省电力系统羽毛球比赛、全

省质监系统羽毛球比赛、第二届兵临天下

“联通 3G 杯”江汉乒乓球晋级赛等。8 月 8

日全民健身活动日期间，体育局在人群聚

集的车站、商城，开展体育法规宣传、咨询

活动，咨询 6000 人次，发送宣传单 1 万多

份。在体育广场开展了赶集式的全民健

身活动，在体育馆内举办了大型棋牌运动

会，特别注重残疾人项目参赛。

仙桃市内的体育中心建设也已全面

启动。这项计划投资 3.5 亿元的工程，将

采取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非经营性设施

建设项目的 BT 模式运作。仙桃市政府在

南城新区划拨用地 415 亩，先期建设“一场

一馆”，设计招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公开

招 标 入 围 的 公 司 陆 续 来 仙 桃 市 实 地 考

察。体育局长向绍新说，仙桃市有信心把

体育中心建设成为理念先进、功能齐全、

设施完善、符合仙桃水乡园林城市整体布

局的现代场馆。

仙桃还对体育产业搞摸底调研，研究

制定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参与

市场化运作，同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扩大仙桃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仙桃市体育局深知，普及全民健身的

观念依然任重道远。不少人的全民健身意

识不强，对它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高。农

村受环境条件、思想观念的制约更显滞后，

农村体育工作需要寻求新的突破。

美国 NBC 电视台、日本读卖电视台、

德国《明星周刊》、香港《东方日报》、《大公

报》、《星岛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众

多境内外媒体先后采访过仙桃市，探寻冠

军频出的奥秘。答案其实很朴素：体育全

民打基础，冠军能不出峰巅？仙桃人口不

足 150 万，但它的体育人口已达 45％。红

花出自绿叶，仙桃健儿的灿烂金牌里，隐含

着大量的竞技场外功夫。

2012 年 1 月 8 日，仙桃市体育局局长

向绍新率奥运冠军李小双、杨威，世界冠

军李大双及体操学校和业余体校的两位

副校长，到北京慰问备战伦敦奥运会的仙

桃籍运动员，鼓励大家为国争光，为家乡

父老争光。

汉江后浪推前浪，为有源头活水来，全

民健身的基础，造就仙桃体育的新兵小将，

一年年把“实力仙桃、诚信仙桃、生态仙桃、

和谐仙桃”的梦想化为现实！

仙桃市委书记刘新池表示：“体操扩大

了仙桃的影响，提高了仙桃知名度，进而吸

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仙桃。更重要的

是，体操在仙桃已经不单纯是一项体育运

动，‘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抢前争先、勇争

第一’的体操精神已经成为仙桃城市精神

的核心，成为助推仙桃科学发展的强大精

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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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海琼

全民健身地 世界冠军乡
——“中国体操之乡”湖北省仙桃市

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视察李小双体操学校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视察李小双体操学校，，右二为仙桃市体育局局长向绍新右二为仙桃市体育局局长向绍新

举重冠军廖辉和仙桃市委书记刘新池合影举重冠军廖辉和仙桃市委书记刘新池合影

仙桃市市长冯云乔仙桃市市长冯云乔（（中中））参加省十三运会火炬传递参加省十三运会火炬传递

仙桃市四位体操冠军左起仙桃市四位体操冠军左起：：李大双李大双、、杨威杨威、、李小双李小双、、郑李辉郑李辉 摄影摄影 ：：肖波肖波

仙桃市体育馆仙桃市体育馆

■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其余由仙桃市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