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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形容盛李豪是个天才。但其实，这
是他努力训练和坚持不懈催生出的“天才”一
面。

事实上，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造就“神枪
手”盛李豪的必要条件。“这孩子心理素质特别
好，就是那种越大的场面，他越能稳定甚至是超
水平发挥。每次他比赛，后边都是围好多人，叫
好声、欢呼声不断，但这些几乎不会影响到他。”
启蒙教练沈超这样评价盛李豪。

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一枪一枪地机械打

靶，一遍一遍地重复。盛李豪的成功不止源于
天赋，更离不开训练场上无数次与孤独为伴的
坚守、每一次扣动扳机前的心跳加速，以及每一
次大赛洗礼下坚韧不拔的心性。如今他还是那
个比赛时从容自信、赛后采访时会害羞的少年，
面对未来，他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
努力，一步一步向前走。”或许对于盛李豪来说，
内敛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透过内敛，我们还
能感受到这个大男孩身上的专注和坚韧。

“一转眼现在1米83了，已经是个大小伙

了。现在看他的比赛视频，他
还是那样专注，这是他最宝贵的
东西，一直都没有变。”说起盛李
豪，沈超总是欣喜与骄傲。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巴
黎奥运会上，枪响“金”
到！盛李豪，迎来
了属于他的
时代。

“我们不以胜负论英雄，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
先、敢于争第一。”敢于争先，是竞技体育的内核。
敢于争第一，无疑也是张家港精神的内在特质，是
厚植于每一个张家港人血脉中的奋斗基因。

“射击，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奋斗在
平时，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身上的每

一块肌肉，都是在为国争光。”细数张家
港运动健儿追求卓越的奋斗故事，那
些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细节，和拼搏
奋进、书写精彩的瞬间，恰恰也是张
家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叙事缩影。

与时代同行的张家港书写着
在各个领域争当典范的故事。一
个又一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
代”，一代代张家港人砥砺奋进、
拼搏进取，200余项国家级荣
誉，记录着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多领域的耀眼成绩，
就像一次次顶住压力、负重奋
进的“破纪录”。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
开放。年轻的张家港始终勇

立时代潮头，坚持以改革破题开路、以开放激发活
力，连续3年入选全国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
型案例，4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累计投资设立
60多个项目，获评“2023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
杆县（市）”，连续4年位列全省县市营商环境评价

“第一方阵”，持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塑
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城市的底蕴，终究由人呈现。作为百万张家
港人的一分子，也许我们距离奥运赛场和奥运奖
牌非常遥远，但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
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
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张家港
人在奋进中练就的自信，宛如一泓在时代脉动中
汩汩而出的活水，激活了发展的动能，亦蜿蜒于人
心间，成为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信仰。

熠熠生辉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张
家港精神，是张家港加快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
现代化建设张家港实践、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先行区的力量源
泉。

“啪！”7月27日，随着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金牌赛

的最后一声枪响，国人沸腾了！张家港籍运动员盛李豪携搭档黄雨婷夺得本届奥运

会首枚金牌！

这样的赛事，是实力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

夺得奥运金牌的盛李豪年仅19岁，脸庞依然青涩，但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仅仅3

年时间，他已然实现了给奖牌“换个颜色”的目标。从奥运银牌到奥运金牌，盛李豪向世界证

明了自己的实力，并由此书写了张家港历史上奥运首金的光辉一页。

这位“神枪手”，到底是怎样从张家港走上奥运赛场的？

10米气步枪的难度有多大？比赛用靶直径

只有4.55厘米，而10环只是靶心中间的一个

小白点，直径为0.5毫米。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10米外看清标靶都已经十分困难，要像运

动员那样打出10.9环这种近乎满环的成绩，难

度可想而知。

而盛李豪在14岁时，就打出了600环的惊

人成绩。

2004年12月，盛李豪出生在张家港经开

区（杨舍镇）。2016年，就读东莱小学的盛李

豪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射击社团，第一次拿起枪

就已经能打得有模有样，这项冷门的运动悄悄

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3岁时，父亲李湘平带他到射击俱乐部

玩，盛李豪瞄准靶心、轻松一击。俱乐部负责

人袁康曾是一名射击队队员，他一下子注意到

了这个瘦瘦小小的孩子，将盛李豪推荐到了苏

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队。属于盛李豪的命运

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

“刚来的时候 1米 4的样子，40 公斤不

到，穿上射击服也是显得萌萌的。”2017年，

盛李豪进入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队，师从

沈超教练。彼时的盛李豪，个头矮小、身材偏

瘦，而训练的枪支是奥运会上标准用枪，全枪

重量超过4公斤，这对于一个偏瘦的孩子来

说，显然超负荷了。“记得刚开始训练时，盛

李豪都无法连贯地完成一套举枪动作。”沈超

回忆道。于是，盛李豪开始了严格的训练计

划，通过仰卧起坐、俯卧撑、平板支撑、长跑

等运动，强化身体机能。经过半年的锻炼，盛

李豪手部肌肉的爆发力达到了40公斤。

在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10米气步枪的训

练馆里，沈超依然保留着一叠600环满环的靶

纸，这是盛李豪接受专业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交

出的成绩单。“当时我觉得很震惊。”沈超说，

“后来，我也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当时江苏省射

击队的步枪教练姚烨，但因为当时盛李豪年龄

还太小，也不好预测他之后会怎么样，所以只

能让他打好基本功，注意规范动作，多留意他

的成长。”

稳字当头，一步一个脚印，盛李豪的个人

能力在训练和比赛中稳步提升。2018年，他被

选入省队，开始在国内赛事中崭露头角。同

年，获得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气步枪个人、

团体和混团冠军。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以乙组的年龄竞逐甲组比赛，获得气步枪个

人、团体冠军。出色的成绩引来国家队的关注，

同年年底，盛李豪正式成为中国射击队的队员。

2021年，盛李豪原本并不是奥运会射击项

目的热门人选，甚至在东京奥运会延期前，他连

打奥运会选拔赛的资格都没有。

然而，东京奥运会延期后，中国射击队更新

了选拔办法，扩大了选拔范围，通过2020年9月

和11月的全国冠军赛和全国锦标赛再次“海

选”，盛李豪把握住了机会。并且经过四场选拔

赛，盛李豪从总积分“0分”一直打到了总积分第

二名，获得奥运资格，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刚开始都觉得他是去做陪练的，不可

能参加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教练姚烨回忆

说，就在那段时间，盛李豪的能力得到了快速提

高。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盛李豪在男子10

米气步枪比赛中收获银牌，也让16岁的他成为

奥运会射击比赛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奖牌获得

者。

东京奥运会后，一块接一块的金牌被盛李

豪收入囊中：2021年获国际射击联合会主席杯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2023年获射击世界

杯印度站、巴库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

2023年获杭州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

金牌、射击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决赛金牌……

3年时间，盛李豪用一个又一个冠军、纪录，证明

了自己的成长与实力。

凌空一跃惊天下，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次

巴黎奥运会，盛李豪以男子10米气步枪积分榜

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参赛，带着世人聚集的目光，

用一如既往的沉稳心态，收获了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枚奥运金牌。

“他身上有不服输的韧劲，遇到挫折和困难

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反复琢磨，直到克

服这个困难为止。”这是东莱小学

语文老师俞敏对盛李豪的印象。

横空出世的“神枪手”年少

成名，沉稳、内敛而坚韧，仿佛

就是为射击而生。

向前迈进的每一步
巴黎沙托鲁射击中心，是此次巴黎奥运会的

射击赛场。随着射击场馆内混合团体10米气步
枪项目的最后一声比赛枪响结束，金牌花落中国
队盛李豪组合。远在张家港观看赛事直播的盛李
豪的家乡人，内心似乎要被兴奋与骄傲“炸开”了。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狂喜。张家港奔向奥运金
牌梦的每一步，走得沉稳而有力。

1984年，张友生作为男排主攻手之一，参加
了第23届奥运会；

2012年，陆浩杰在伦敦拿下第30届奥运会
男子举重77公斤级银牌，实现张家港奥运奖牌

“零的突破”；
2016年，后来被誉为“圆月弯刀”的袁琦琦出

征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2021年，年仅16岁的盛李豪获得东京奥运

会男子10米气步枪的银牌；
2024年，还是盛李豪，在巴黎奥运会上，用一

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为张家港“挂上”奥
运首金。

有谁生来就会成为焦点？有哪一位少年天生
就是冠军？我们不妨从个体聚焦切换到群像剪
影，看看从张家港走出来的他们，经历了哪些相同

的路途？
翻开讲述张家港全民运动人物故事的《城市

动力》一书，一张张黑白光影，记录着昔日少年们
艰苦训练的场景。那时，沙洲大地上对体育运动
的热情已经点燃，墙上“为国争光”四个大字，承载
着少年们的梦想。

1988年，张家港市少年业余体校成立，2017
年更名为张家港市体育运动学校，涌现了刘海华、
翁浩、袁琦琦、管新蕾、姚双艳等夺得世界冠军、亚
洲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的优秀运动员。1995年，南
沙举重学校成立，时至今日，南沙举重学校为国家
培养输送了大批举重运动员，被誉为“冠军的摇
篮”。

也是在1995年，“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
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成为了张家港的城
市之魂和力量之源，不仅激励着港城人民“样样工
作争第一”的斗志，也成为无数逐梦少年的精神图
腾，在栉风沐雨、励精图治的奋进之路上，一场“无
名山丘崛起为峰”的大幕就此拉开。

以穿越时空的对比，细数城市的瞩目成就，我
们不得不感叹：“张家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令人
感到自豪。”

从来就不只是体育
我们谈体育，从来就不只是体育。
以“体育”为媒介展示城市形象，已成为城市

在发展转型、竞争营销、特色塑造上的重要选择。
在深层次上，我们还需要真正使体育精神渗入城
市发展血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张家港实现奥运金牌梦，就是这样一个契
机。张家港通过这枚金牌要告诉所有人的，还是
这座城市打造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精神共生互构的
一个现实场景。

比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拥有连续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桂冠的张家港，在体育工作上
有个“三板斧”：体育惠民、体育强基、体育富民。
张家港万人拥有体育健身设施92.29个、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5.67平方米，把最好的城市空间留给了
市民。张家港将体育产业纳入全市产业创新集群
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体系，以“真金白银”厚植发
展沃土。在张家港200多个“国字号”荣誉里，“全

国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全国
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很是占有一席之
地。

比如，“样样争第一，行行当冠军”。从“全县
只有一部柴油发电机”到连续30年位列全国百强
县“前三甲”，建县（市）仅仅60年出头的张家港，
以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千分之三的
GDP，每天创造的GDP相当于建县时全年的9.6
倍。张家港正稳步走在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方阵”。现如今，张家港加速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新型产业蓬勃发展、加强未来产业前瞻
布局，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锚定目
标，打造5个千亿级、若干个百亿级产业创新集
群。

首金是练出来的，张家港精神是干出来的。
而张家港精神，正是下一个“盛李豪”的伏笔。

城市精神的体育叙事

夺下2024巴黎奥运会首枚金牌的，是一位19岁的张家港健儿。
7月27日，张家港“神枪手”盛李豪与搭档黄雨婷一举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

10米气步枪金牌。
这是属于张家港体育事业的一个历史跨越，等待了40年，在全城的呐喊和欢呼声中，

张家港首枚奥运金牌终于被载入史册。
1984年，40年前，张家港籍排球运动员张友生出征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

会，成为奥运赛场上的第一个张家港名字。同一年，在奥运射击馆内，许海峰为中国拿下
第一枚奥运金牌。

这是令人惊喜的双重巧合。40年后，还是在射击场馆，盛李豪为张家港圆了奥运金
牌梦。

首金被赋予了太多意义，是破局，是激励，更是希望。让张家港历史翻至崭新一页的这
枚奥运首金，无疑，也有着更深邃的内涵：“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和

“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在这一刻产生了高度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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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李豪夺奥运首金
看张家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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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开始再出发 站上奥运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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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中国选手黄雨婷（左）/盛李豪（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7月27日，中国选手盛李豪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张帆 摄 7月27日，冠军中国选手黄雨婷（左三）/盛李豪（右三）和亚
军、季军选手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7月27日，中国选手

盛李豪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赵丁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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