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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界的穆里尼奥”

执教过多支不同的队伍，全都取得优
异的成绩；其本人顽强而执着，个性张扬，
对于执教手法充满自信；多年的历练让他
对所从事的项目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
……看到这些话，也许很多人都会联想到
国际足坛著名的狂人主教练穆里尼奥。实
际上，这段描述也适用于形容伍新成，由此
他也曾被称之为“龙舟界的穆里尼奥”。

“我老家在广东顺德，那边兴盛舞龙舞
狮和龙舟活动，所以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些
传统民俗活动。”伍新成告诉记者，顺德的
龙舟说唱、人龙舞都是国家级非遗文化项
目，而2018年印尼雅加达亚运会龙舟比赛
中，获得200米直道竞速项目冠军的中国
男子龙舟队16名队员有14名来自顺德，可
见当地选手实力之强劲。

“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龙舟比赛
时20岁，记得那时候全国比赛的队伍主要
来自珠三角地区。”伍新成如今年近花甲，
也已经当了近20年的龙舟教练。2007年，
他训练了一批专业龙舟运动员，参加中国
龙舟公开赛江苏站比赛获得第一名。之
后，他将多支龙舟俱乐部带到了国内一流
水平，其中包括顺德乐从、东莞麻涌等被认
为是“龙舟豪门”的队伍。他还多次带领国
家队出征，夺得几十块金牌。

“龙舟代表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想
用我的方式去推广龙舟这项运动。”他说，
划龙舟老百姓喜闻乐见，它能强身健体，
且对身体的要求不高，男女老少都可以
划。另外，各地的划龙舟活动往往都穿插
着各种民俗活动，对于厚植优秀传统文化
非常有益。

龙舟传奇教练伍新成：

一桨划

一桨划

力争培养出
“职业龙舟新势力”

“我有20年的带队经验，其中有职
业队、半职业队，也有大学生队。依照我
的训练方法，我有信心带出一支优秀的
队伍。”伍新成执教云龙镇龙舟队之后，
结合基地的训练设施，给队员们安排了
系统的训练计划。

比如，像专业运动队一样的冬训方
式。最近宁波气温降到了冰点，云龙镇
龙舟队依然下水训练。“你看，备战奥运
会的各个运动项目，运动员每年都有冬
训任务，因为这个阶段是队员们为下一
年储备能量的关键时期。另外，以前全
国龙舟比赛上，广东的队伍成绩不错，因
为广东天气热，一年四季都可以划龙舟
练习。冬天冷的地方，水平相对就差一
些。”伍新成表示，科学训练会让成绩提
高得更快，“训练方法十分重要，从握桨
姿势到划桨频率以及运动员的呼吸节
奏，都要讲求技巧。”

目前云龙镇龙舟队有46名队员，都
是各自有工作要忙的业余选手，他们分
为两队，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六分两批训
练。伍新成设定的训练安排中，都包括
基础动作训练、团队配合训练、体能训练
和水上专项训练等多种方式。与以往不
同，队员们除了下水集体划龙舟训练，还
需要在健身房利用各种器械进行身体素
质的练习。

这些队员现在已经逐步养成了日常
锻炼的良好习惯，即使不是训练日，他们
也常常来到基地的健身房。对此，云龙
镇龙舟队负责人郑海康深感欣慰：“我
们的目标是去省锦标赛、省体育大会乃
至全国性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同时更希
望用专业训练的模式带动更多的队员和
周边居民养成科学健身的习惯，这样才
真正不负云龙镇‘中国龙舟文化之乡’的
美名。”

龙舟竞渡作为民俗活动，从来就有
“竞技的基因”，当下云龙镇在“周日八点
半”龙舟联赛、“陆上龙舟”比赛、“龙舟夜
市”等系列活动的基础上，又在酝酿单人
龙舟赛、龙舟马拉松等“新花样”，以期通
过龙舟这个平台推动群众体育生活化、
常态化。

而伍新成希望以此为基础，把云龙
镇龙舟队培养成“职业龙舟新势力”。“现
在全国比赛和国际比赛上，都有不少职
业龙舟队伍。所以我们云龙队、宁波队
要去争取更好的成绩，让‘龙舟名片’更
加闪光，最好是建立职业俱乐部形式的
队伍。去年我们招募了一批选手，但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比赛不多，外地选手入
队训练也有些影响，以后还会继续往职
业化努力。”他说。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鲍丹萍/文
胡龙召/摄

在这个国内
最好的基地落了脚

这么多年来，伍新成和他的龙舟队
伍走南闯北。“总的来说，国内开展龙舟
运动比较靠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湖
南、江西等省份。”伍新成告诉记者，目
前在国际龙舟联合会注册的国家、团体
有880多个，可见龙舟在全世界的普及
程度。

“大概5年前，我第一次带队来宁波
参加龙舟公开赛，那时候就觉得这里的水
系非常适合龙舟运动的发展。”再后来伍
新成通过比赛与云龙镇商会会长、云龙镇
龙舟队负责人郑海康结识并成为好友。

“我到云龙来参观，发现这里的水域宽广、
水质干净，居民也很喜欢龙舟，群众基础
非常好，组织队伍和比赛的氛围好。所以
2018年郑会长邀请我担任教练，我马上
答应了。”

伍新成见识过的龙舟样式不少，他
认为其中蕴含的都是地方特色。“全国各
地的龙舟样式有大有小，从5个人划的
到86个人划的都有。船体也各有特色，
比如广东就有鸡公头、大头狗、凸眼龙等
不同造型的龙舟，又比如福建福州，舟首
并不都是龙头，也有‘牛头马面’等不同
的兽首，而且舟头兽首一般都嘴里衔草，
意思吃饱了有力气……”他说，每个省的
传统龙舟在样式、制作工艺和乘坐人数
等方面有所差别，这种差别折射的正是
地域文化的差别。

同时他认为，“齐心协力、敢为人先、
同舟共济、奋进争先”是所有龙舟爱好者
的共同精神。“龙舟竞赛比较好的地方，往
往群众都很有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伍新
成说，龙舟比赛的时候，并不是舟上个个
队员都身强力壮就一定划得快，“划龙舟
不只是靠力量，要讲究技巧，更讲究团队
配合。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动作一致，力量
集中到一个点上。”

近年来，云龙镇打造了龙湾公园、龙
舟基地、龙舟陈列馆，拓宽长山江两岸的
水面及空间，有龙舟雕像、篮球场、羽毛球
场、健康步道、龙舟看台等，为群众健身、
游客看龙舟比赛提供了好去处。尤其是
龙舟训练基地，除了建有方便训练的龙舟
码头，更是配置了室内健身房和户外配套
运动设施。“这么好的龙舟基地，在我的印
象里是全国第一。我就是被这个基地吸
引，在这里落脚了。”

1976年国家一级文物“羽人竞渡”
纹铜钺在鄞州云龙镇甲村的出土，见
证了这里民间龙舟运动之源远流长。
国内龙舟界有“传奇教练”之称的伍新
成，担任云龙镇龙舟队主教练已有三
年，去年还被授予了云龙镇“荣誉乡
民”的称号。

在他眼里，龙舟是“不止于龙舟”
的一项群众体育活动：“赛龙舟具有浓
郁的传统民俗文化色彩，全国各地有
很多不同风格的龙舟，现在龙舟也进
入了全运会、亚运会等国内国际重大
赛事，所以龙舟爱好者可以说是一桨
划文化，一桨划体育。”

伍新成在现场指导。

总教练伍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