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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只有体操和田径两个项目，到如今三十余个项目“遍地开花”

今年夏天，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上，我市9名体育健
儿夺得2枚银牌、1个第五和1个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这
两枚银牌分别来自射箭和曲棍球项目。这两个项目并
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优势项目，但常州健儿却依旧能脱颖
而出，得益于常州在体育运动项目上的“百花齐放”。
1956年常州少体校成立，从当年只有体操和田径两个
项目，到如今三十余个项目“遍地开花”，这背后是一代
又一代常州体育人的努力，这其中也包括孙永志。

1973年从常州市煤炭建设指挥部调至常州少体校
任篮球教练，至2006年在市体育局副局长位置上退
休。孙永志在常州体育系统工作了整整33年。常州如
今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让孙永志的
梦想照进现实。孙永志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不断超
越自我。“我们依旧在追梦的路上。”

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

放弃保送哈军工，他毅然选
择体育

“小时候我们哪懂什么是体育，撒开了脚丫子在
河床上肆意奔跑，那也许就是‘体育’吧！”孙永志是
山东蓬莱人，10岁那年参加了乡镇组织的运动会，报
名了100米项目。那时的他还没有显现出高个子的
基因，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孙永志说那时的他
只觉得好玩，自己没有被选上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
也没有很遗憾。回想孙永志之后的诸多经历，或许
也就是在那时，“体育”的种子早已悄悄在他心里萌
了芽。

1959年，作为“红色后代”的孙永志跟随奶奶来
到金坛，回到了父母身边，当时就读于金坛县中学，
也就是今天的华罗庚中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华
罗庚曾两次回到母校做讲座，孙永志当时尤其喜爱
数学，文化课成绩也相当不错。也是在华罗庚中学，
孙永志逐渐显现出山东人的身材基因特质，长手长
脚的他总能在体育项目上轻轻松松打败南方的孩子
们，跑步、跨栏、篮球、跳远······都不在话下。尤其是
他曾经被选拔至金坛县篮球队，和成年人组队参加镇
江地区的成年人篮球比赛。不论是抢断还是组织策
应，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孙永志都有独到之处。

孙永志的身高优势和运动天赋很快吸引了省里
的注意，高一的时候，江苏省男排队的相关负责人曾
经指明来要他，但却被孙永志的父亲坚决拒绝了。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还是希望我能多读书，为
国家建设做贡献。”然而，孙永志热爱体育的心并没
有因此被浇灭，那颗种子早已生根。

高三那年，校长得知孙永志坚持要考南京体育
学院，连夜找他谈话，此时的他却不知道学校有意将
他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使后来知道此
事，孙永志说自己也没有后悔当初选择体育这件事。

兜兜转转，他重新找回了最
热爱的事业

1965年，孙永志考取了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
虽然是作为老师和教练后备力量进行培养的专业，
但他们也需要参加各类体育比赛。“当时我在田径
队，没有哪个教练不喜欢我。”因为个子高、爆发力又
强，孙永志的跨栏和跳高成绩尤其好，但最后却被调
至篮球队。

原因是当年学院体育系篮球队到苏北去比赛
“铩羽而归”，院长要求从各个队伍中挑选精锐选手
加入篮球队，提高战斗力，孙永志便在其中。孙永志
记得学校为了欢迎他们加入篮球队还特地举办了一
场迎新篮球会，他们新加入的队员和大三大四的学
长同场竞技，让学院领导没有想得到的是，这些新加
入的队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竟然赢了比赛，一下子
振奋了整个篮球队的士气。

“当时，江苏男篮和女篮在体院训练，体育系篮
球队也跟着一起练，尤其是当女篮陪练的时候，老教
练经常倾囊相授，让我们受益匪浅。”孙永志说。

1969年，毕业后的孙永志被分配到南京青龙山
煤矿工作，下井挖煤的工作孙永志一干就是将近两
年。1971年10月，在经历三次调动失败之后，孙永
志终于被调至常州市煤炭建设指挥部，从事文化体
育工作。曾经和体育脱节的他在这里终于找回了曾
经热爱的事业。

当时在少体校游泳队培训过的队员几乎分配在
常州各个煤矿单位，孙永志就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
但凡市里的比赛，这支职工游泳队总能拿第一。孙
永志所在的煤炭建设指挥部篮球队在市里也是一支
比较能打的队伍，当时主要的对手是机械局、戚机厂
以及城建局的篮球队。孙永志回忆，也是在那段时
间，他和这些单位的职工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瞻远瞩布局，让常州竞技
体育“百花齐放”

1973年3月，孙永志调至常州市少体校，担任篮
球教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孙永志真正进入常
州体育系统工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设施也很简陋。”追溯
回常工作之初，一幕画面浮现在孙永志的眼前——
那是全市唯一的运动员集中训练场：一条仅长300米的
跑道由煤渣铺成，数十名少年运动员在此奔跑，一路尘
土飞扬，跑道边3间低矮狭小的平房分别是举重房、体
操房和乒乓球房，一间由毛竹盖顶的水泥篮球场是天气
不佳时全体运动员体能训练的“室内”场馆……

也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常州市篮球队发展
迅速，从1974年到1982年间常州男篮和女篮在全省
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常州运动员只收获
女篮和举重两枚铜牌。时任常州少体校副校长的孙
永志和常州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韩旭赴南京参加
省体育局工作会议暨亚运会表彰会议。那次会议深
深刺痛了孙永志的心，“看着其他兄弟城市收获金牌
被表扬，我当场羞愧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孙永志说，第二年他就任常州体育运动委员会
副主任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让常州
世界冠军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成了压在孙永志心
中最大的一块石头。孙永志表示，在经过几次会议
之后，确定了重点攻关小灵巧项目的思路后，市少体
校很快调整了项目布局。

1983年孙永志升任常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
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将常州各个项目进行整体布
局，重建、组建了常州一大批运动项目。摔跤、柔道
等重竞技项目，射箭、自行车、散打、拳击等项目的成
立让常州竞技体育真正“百花齐放”。

而后的20年中，这一当时看似有些“急迫”的决
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常州体育“冠军”梦的实现。

1986年，杨伊明在第44届世界射击锦标赛上和队友
一起获得男子移动靶混合速团体冠军，常州人首获
世界冠军；1992年，“泳坛小花”王晓红在世界杯短池
游泳系列赛总决赛中摘下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常州
人首夺个人项目世界冠军……

截至目前，已有26名常州籍健儿获得世界冠军，
项目包括蹦床、技巧、羽毛球、跳水、举重，先后向国
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150余人。

退休前，成为了手球领队

2003年，孙永志担任常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虽然退
居二线但他却接下了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担任
江苏女子手球队领队。孙永志因为身体原因原本并
不想接任这项工作，在江苏省体育局原局长殷宝林
的劝说之下，他才最终接下这个沉甸甸的担子。

“那个时候一切都没有，起步太难了。”没有教
练、没有场地、没有运动员，还要备战2005年在南京
举办的全运会。“这支队伍成立就是奔着拿名次去
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孙永志说。除了引进韩国教
练金甲洙之外，孙永志带着团队到广西、山东这些地
方招了一批身体素质过硬的远动员回来，这样不到
20人的队伍就建立了起来。

“那时候集训苦啊，我得帮他们解决一切吃喝拉
撒睡的问题。”孙永志直言自己是手球队的“保姆”，
他解决了场地、器材的问题，还为队伍聘请了队医，
甚至请来省体科所的专业人员来解决运动员的运动
损伤问题。“那三年我花的心思比我以前带篮球队还
要多。”如今，江苏女手有这样的成绩自己也很欣慰。

竞技体育的追梦之路还在继续，孙永志说自己
虽然早已退休，但一代又一代的常州体育人还将继
续诠释“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孙永志（中间一排右三）2005年在南宁与中国青
年女子手球队的合影

孙永志（上排右四）与江苏女子手球队队员合影

孙永志（右边）在南京体院与同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