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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首钢女篮带向真正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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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篮主教练许利民

他14岁与篮球结下不解之缘， 17岁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进入南京军区青年篮球队， 3年后转战到北京军区篮球队， 开启了漫长的篮球生涯。 1995
年， 他成为北京首钢男子篮球队的一员， 随球队获得过全国联赛第三的好成绩。 1997年退役后， 担任北京首钢男篮的助理教练， 开始为这支培养过他
的球队服务。 2005年， 他接手首钢女篮， 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率队取得 “五年三冠” 的好成绩， 今年3月2日， 他带领首钢女篮成功卫冕， 再一次捧
起了WCBA的冠军奖杯。 成就了首钢女篮的辉煌。 他就是北京首钢女子篮球队主教练许利民。

每天下午3点30分， 在首钢篮球中心的训练馆里，
就会传来女队员们做准备活动的口号声。 而许利民都
会早早地来到训练馆内， 和助理教练商讨训练事宜、
询问队员伤病情况、 制定下午的训练计划……他高大
的身影早已经成为了首钢篮球馆的标志之一。

在许利民看来， 从小开始， 篮球就给了他特殊的
生活， 而北京首钢这支球队， 则赋予了他人生别样的
意义。

许利民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我家里没有专职搞体育的， 但是， 父母把好的身材、
素质和体育天赋传给了我。” 那时， 许利民和同龄人相
比， 1米82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 跑得快， 跳得也高，
自然在中学时期就被选进了体校。 “那时候我们的训
练并非只有篮球， 还会练习其他的体育项目。 排球、

田径我们也都要进行训练。” 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在众
多项目中最终选择了篮球时， 许利民打趣地说： “田
径跑跑跳跳太单调， 排球中间隔着一张网， 不够刺激，
没有对抗， 还是篮球比较有意思。” 篮球在地面上的拍
拍打打， 各种花样的过人和投篮动作， 还有比赛进行
过程中激烈的身体对抗， 让许利民将选择的天平向篮
球倾斜。 “最重要的， 还是篮球能带给我很多很多的
乐趣。”

年轻的许利民在篮球训练中展现出了不怕吃苦不
服输的拼搏精神。 在训练和各种比赛中， 勇于争先，
不甘居后， 这也让他的成绩在体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功夫不负有心人”， 17岁那年， 许利民穿上军装， 被
选入南京军区青年篮球队， 正式开始了他的篮球生涯，
从此， 他的命运就和篮球紧密交织在了一起。

当人们看到运动员在赛场上叱诧风云时， 往往会
忽视他们在背后吃了多少苦。 作为曾经的运动员， 许
利民的感触颇深。 “那时条件落后， 对自己的保护也
不如现在这么科学到位， 当运动员期间受伤是常有的
事情。” 许利民的腰和关节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 他
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在打球时骨折过的手指， 现在已经
无法伸直。

可在许利民眼里， 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了。 “干
什么行业都有风险， 那时候家境困难， 自己找一份工
作都会觉得满足， 时刻都会想着怎样把工作做到无可
挑剔， 根本不会去挑三拣四。” 这种单纯本真的想法
和态度也一直影响着许利民的奋斗之路。 “在南京军
区打球时， 困难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在青年队打得最

好， 但在部队却打不上一队。 后来在北京军区打球就
立志为家里争光， 多吃苦、 多付出， 绝不能落在别人
后面。” 如果没有这种单纯的想法和态度， 许利民也
不可能在勇猛顽强的北京首钢队占据一席之地， 更不
可能在如今的帅位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现在的许利民， 闲暇之中会旅游和郊游， 喜欢品
品茶， 看看电影。 他17岁的儿子1米96的身高已经超
越了父亲， 也在学校练习打篮球。

对于许利民来说， 篮球在生活之中处处与他结
缘， 而且已经成为他生命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 无
法分割。 现在， 他最希望实现的， 就是陪伴这些可爱
的女队员， 团结一心， 一起实现北京首钢女篮真正的
“王朝”。

3月10日上午， 身为首钢女篮主教练的许利民带
着12页的材料， 前往中国篮协参加中国国家女篮主教
练的竞聘。 对此， 许利民抱着一颗平常心： “每一个
人都会向着更高的方向努力， 向更高的目标追求。 我
也一样。 人生每一个阶段相比之前总该进步一些， 对
自己的要求也要更高一些。”

从事女篮主教练工作十余年， 困难的阶段也经历
过， 冠军的喜悦也品尝过， 许利民在丰富的经验和教
训中， 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女子篮球存在的不足。 首
先， 在最根本的女篮人才储备上， 优秀队员不多， 底
子薄； 其次， 队员的基本功普遍不如欧美国家， 甚至
和日韩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过去的中国女篮基本功
好， 是因为那时的体校就相当于一所学校， 是大众参
与的一个途径。 现在中国的学校和职业断开了， “体

教结合” 的优势被弱化了， 基本功自然会被其他国家
赶超。 像邵婷这样从大学里走出来的队员更是少之又
少。 对此， 许利民很担忧： “最该夯实基本功的当打
之年错过去， 到俱乐部和国家队， 就很难再实现质的
飞跃。”

许利民相信， 不同的年龄时段做好自己应该做
的， 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就无悔于自己走
过的岁月。 他希望首钢女篮能够把握住这个属于她们
的时代，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基本功， 胜不骄败不馁，
永远发挥出首钢俱乐部特有的顽强不屈的 “北京精
神”。 而对于竞聘国家队主教练一事， 许利民表示，
如果能当选， 便是国家对他的肯定； 当选不了说明自
身还存在不足， 还会继续努力。 他说： “总之， 如果
国家信任我， 我一定会义不容辞。”

今年3月2日的夜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随着
一声哨响， 首钢女篮成功卫冕， 再一次捧起了WCBA
的冠军奖杯。 “五年三冠” 的成绩铸就了首钢女篮历
史的丰碑。

然而， 在胜不骄、 败不馁的许利民眼里， 这还远
远不是终点。 “我带这支球队时间也不短了。 这支球
队现在的成功， 靠的并不是短短一两年的努力， 而是
长时间奋斗的结果。 冠军是成功经验和困难教训共同
组成的， 并且困难教训要远多于成功经验。” 就像许
利民当初感叹北京首钢带给自己和队友们的球队文化
影响力一样， 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斗志， 和团结一心
的良好氛围也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队员。 首钢女
篮的成功， 得益于团队上下拧成一股绳， 得益于企
业、 球迷们的大力支持， 得益于球队在这座城市长久
的文化积淀。

许利民带队连续两年夺冠的辉煌成绩， 让 “五年
三冠”、 “王朝” 等词汇不绝于耳。 人们都说首钢女
篮打造了又一个 “王朝”。 对此， 许利民却不敢苟同。
他开玩笑地说： “其实我一直不太认同 ‘王朝’ 这个
说法， 总觉得听起来太封建了。” 许利民理解的王朝，
应该具备持续时间更长、 综合实力更强、 新老衔接更

稳定等因素。
许利民坦言， 现在的首钢女篮， 只是经历过长期

的磨合历练后， 处在了综合水平的巅峰期， 暂时实现
了对这个时代的掌控， 而未知因素众多， 能保持优秀
成绩已经很不容易， 叫 “王朝” 更是为时过早。 “巅
峰只能是暂时的， 实现像广东队那样的 ‘王朝’， 人
才厚度以及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许利民认为， 现在女篮的青训是个突出问题。 很
多年轻队员因为俱乐部追求成绩很难得到上场机会。
她们和主力队员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新老
队员能力和水平的断档。 所以对成绩的要求和培养年
轻队员之间的矛盾，一直制约着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

“现在一味地追求成绩， 会让很多优秀的年轻队
员被忽视， 和老队员衔接不上， 球队的巅峰很快就会
成为过去。 所以拿了冠军更要居安思危， 不能沾沾自
喜。 我希望能多给年轻队员锻炼的机会 ， 也希望
俱乐部能在平时挖掘出更多的潜力青年， 利用冠军的
影响力来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 给予女篮更多的支
持， 为打造真正的 ‘王朝’ 做准备。 因为只有将追求
成绩和培养人才相结合， 才能让首钢女篮迈进真正的
‘王朝’。”

当了助理教练的许利民并没有丢失当队员时的那
股冲劲， 总是在踏实、 沉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战术、
新理念， 对队员要求和自己一样严格。 2005年， 许利
民接手北京首钢女篮主教练， 开始了新的挑战。

刚刚接手女篮主教练时， 摆在许利民面前的难题
并不少。 对女队员各方面的不了解、 对女子篮球战术
的生疏、 首钢女篮整体水平和强队的差距……这些都
让他十分苦恼。 “那时北京队位列全国第九，处于中下
游水平，年轻队员多。 作为一个同样年轻的教练， 不管
是对这些年轻队员的心理素质、 运动规律的掌握， 还
是在技术和战术上的合理安排， 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小
的考验。”

困难没有让许利民退却， 他发现， 年轻队员多虽
然不被看好， 但她们的潜能尚未发掘出来， 这反倒是
优势。 许利民便开始和队员们进行各方面的沟通， 加
深了解， 对她们进行耐心的指导， 经常在赛场内外进
给予适当的鼓励。

日复一日的训练很艰苦， 许利民对这支球队的要
求却一刻也不曾放松。 他和队员们都能感觉到进步。
但连续两年仅拿到第七、 第八名， 又让队员们对自己
产生了怀疑。

“队员们都能吃苦， 我们取得了进步， 但还是不
能取得好成绩。” 直到2007年， 首钢女篮夺得了全国俱
乐部杯第三名、 全国联赛第五名， 许利民与这支球队
磨合产生的化学反应才真正显现出来。 “我们发现强
大的对手也是可以被打败的， 这让我们有了信心。 我
给她们立下的口号是， 别人能的， 我们也能。” 直到现

在 ， 许利民和他的队员们也始终坚持着这份信仰 。
“或许刚开始进步并不显著， 但坚持能让一切事情柳暗
花明。” “人生的困难不分阶段”， 这句话用在许利民
身上再合适不过。 打球的时候遇到过方方面面的挫折，
当教练一样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刚接手球队时付出很多辛苦却收效甚微， 取得第
三名成绩后却开始逐年下滑， 这让许利民感受到巨大
的压力。 他甚至想过辞职。 但在挫折面前， 许利民还
是选择了坚持。 坚持， 已经成了他对待篮球、 对待生
活的一种态度。

“我那时逐渐感受到一个人或是一支球队不能光
看成绩， 还要看平时克服困难的态度。 就像有的人有
钱也不一定快乐一样， 你要看你做这件事情是否快乐，
你做这件事情是在追求什么， 你在经受磨难的过程中
是否也在享受着克服困难给自己带来的乐趣？ 当我们
真正靠乐趣和信仰， 不畏艰苦地去做一件事情时， 境
界也就提高了。” 困境对于许利民和球队来说或许有些
漫长， 但他们还是熬过来了。 许利民坦言， 队员们吃
苦耐劳的精神让他很受感染： “我在教育她们的过程
中， 也同样教育了自己， 激励了自己。”

同样给他巨大支持的， 还有他的父母和妻子。 从
1986年到现在31年间， 许利民回家过春节没超过5次。
“别人下班后都能回到家中， 过节也能和亲朋好友团
聚。 而我不能及时出现在家人的身边， 不能对家里老
人尽孝道。 这种生活是特殊的， 他们对我的理解和支
持更是无形的。 但在我看来， 现在球队每天在球场上
打好球， 赢下了比赛， 对于我来说就是过好日子。”

从从普普通通家家庭庭走走出出来来的的篮篮球球健健将将

许利民在南京军区青年篮球队的篮球之路走得并
非顺利。 他训练刻苦， 对自己要求严格， 成绩也不差，
可就是进不了成年一队。 这是有着强烈自尊心和进取
心的许利民坚决不能接受的。

“我当时在体校也是非常优秀的。 我在青年队更不
能懈怠和放弃。 我觉得， 没有通过努力后办不到的事
情。” 作为一名军人， 部队让许利民的意志力更加坚
韧。 他并没有因为进不了成年一队而泄气， 反而给自
己加大了训练量， 比别人多吃了好几倍的苦， 强化自
己的基本功和对抗能力。 在南京军区青年篮球队的3
年， 算得上是许利民脱胎换骨的３年。 磨难远远多于顺
境， 不过这也让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1986年， 北京军区篮球队到南京军区比赛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基本功扎实、 敢打敢拼的许利民。 随后，

许利民被转到北京军区篮球队， 这一打就是9年。 1995
年， 因军队人员精简， 北京军区裁掉了篮球队。 许利
民转投到北京首钢男篮， 终于站到了国内最高水平赛
事的球场中。

对于许利民来说， “北京首钢” 这四个字是神圣
的。 “首钢是大国企， 拥有雄厚的实力。 首钢领导对
球队和队员都非常重视， 淳朴的北京球迷也给予了这
支队伍厚爱。 这种地域文化和企业文化对我的影响，
是其他球队给不了的。” 1996年， 许利民和队友为北京
首钢男篮夺得了全国联赛第三的好成绩。 1997年， 退
役后的许利民， 被任命为北京首钢男篮的助理教练。
那年， 许利民31岁， 他也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助
理教练。 他说： “能当助理教练， 是对这支培养过我
的队伍的最好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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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果国国家家信信任任我我，，我我会会义义不不容容辞辞””

““五五年年三三冠冠””还还不不是是终终点点

接接任任首首钢钢女女篮篮总总教教头头开开始始新新挑挑战战

把把军军人人的的斗斗志志带带到到了了首首钢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