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传
许宁，1971 年 10 月出生，2002 年 12

月入党。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东方商厦居家礼品商场营业员，高级经营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她把三尺

柜台当作成长的舞台，带领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在小家电销

售领域向消费者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
的奋斗目标，也是身处商业一线的党
员努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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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记者 谷苗

人物小传
孙海平，1955 年出生于上海，198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田径队功勋教练，

曾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1984 年起

从事田径教练工作，先后培养出陈雁浩、刘翔、谢文骏等多位跨

栏名将。 其中，“翔飞人”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夺得 110 米栏

冠军，为中国田径实现历史性突破。 自 1993 年以来，由孙海平

带教的运动员已蝉联六届亚运会、七届全运会 110 米栏冠军。

作为一名教练、一名党员，我想尽
自己所能用言行来带动我的队员，将他
们培养成全能型、高水平、高素质的优
秀运动员。

孙海平：培育体坛榜样，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带出陈雁浩、刘翔、谢文骏三代跨栏名将，退休之后仍坚守在执教第一线

不久前刚做完胃部手术， 身体尚
未完全康复的孙海平， 又像往常一样
拎着大号茶杯， 出现在莘庄训练基地
的田径场上。 退休六年有余， 只要身
体允许 ， 他依旧坚持一周六天带训 ，

忙碌在培养顶尖跨栏选手的第一线。

“还是放不下， 想再培养一批队
员和能接班的优秀教练， 把优势延续
下去。”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 五十载跨
栏生涯里， 孙海平是将刘翔带上奥运
冠军领奖台的恩师， 更是中国跨栏运

动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领路人。 当 “翔
飞人” 早已远离赛场， 师徒二人闪耀
世界的辉煌载入史册 ， “为何坚守 ”

成了师傅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他给出
的答案 ， 是梦想待续 ， 是初心使然 。

“体育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精神鼓舞。

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能向大众传递青
春向上的正能量。 从刘翔身上， 我深
切感受到这种榜样的力量。 作为一名
教练、 一名党员， 我想尽自己所能用
言行来带动我的队员， 将他们培养成
全能型、 高水平、 高素质的优秀运动
员， 在世界舞台充分展现中国运动员

的能力和风采， 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
贡献。”

每堂训练课第一个
到场，37年如一日

当教练之前， 孙海平也曾是专业
跨栏运动员。 虽然练得刻苦， 但运动
成绩始终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 还
落下一身伤病。 “记得 1972 年美国田
径队到上海比赛， 我们组织全国最好
的运动员参赛， 没一个项目能赢， 总
感觉要仰着头看其他国家的选手。” 时
隔近半个世纪， 孙海平仍记得那场比
赛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冲击。

因伤告别赛场后， 孙海平于 1978

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深造。 四年的学
习里， 他钻研理论知识， 反思过去训
练中存在的问题， 坚定了当教练的决
心。 1984 年， 本已留校任教的他， 回
到上海田径队出任跨栏组教练， 一干
就是 37 年。

“当教练之后， 我的训练理念有
了比较大的改变， 认识到遵循科学训
练规律的重要性。 通过反复研究、 对
比国外先进技术， 与我们的训练相结
合， 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运动员的训
练体系。” 潜心精进业务的同时， 孙海
平从老一辈教练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
量。 “很多老教练都是党员， 他们非

常敬业， 那种一心扑在运动场上的工
作干劲， 对我影响很大。”

执教的第二年， 孙海平写下入党
申请书。 1986 年 7 月 1 日， 他面向党
旗庄严宣誓。 “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我和体育系统其他优秀运动员教练员
一起， 在当时国际饭店对面的长江剧
场集体宣誓。” 提起这个重要的日子，

孙海平仍难掩激动， “老一辈党员教
练的优良传统， 我一直牢记于心。 如
何以身作则， 如何把工作做好， 党员
的先进性要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37 年执教生涯的每一堂训练课 ，

孙海平都第一个出现在运动场。 他始
终坚持， 凡是要求运动员做到的， 自
己首先要做到。 “我对他们要求很高，

但教育方式是以理服人。” 在孙海平看
来， 身行一例， 胜似千言， “通过言
传身教， 让运动员知道他们身上承担
的责任和应该努力的方向， 对他们的
成长和训练都能起到正向作用”。

做刘翔入党介绍人，
成绩绝非“优秀”唯一标准

在孙海平的众多弟子中， 刘翔无
疑是最特别的那一位 。 从 1998 年初
识， 到 2015 年 “翔飞人” 退役， 师徒
两人并肩走过 17 年， 一同分享闪耀世
界之巅的荣光， 也曾共同面对命运的

残酷挑战。

“刘翔是中国田径的一面旗帜 。

他的优秀不只在于运动成绩， 他的思
想境界、 自律意识， 方方面面都是运
动员中的榜样。” 对于弟子， 孙海平不
吝溢美之词， 在他的执教理念里， 成
绩也从来不是定义 “优秀” 的唯一标
准。 “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 需要极
高的综合素养， 包括对于事业的热爱、

专注、 投入， 以及思想品质、 拼搏精
神等等。 到目前为止， 刘翔的自律性
很少有人能及。 他晚上 9 点半必定关
灯睡觉， 早上 7 点准时起床， 运动场
上从来不带手机……这些看起来容易，

但很多人做不到。”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后， 一战成名
的刘翔成了中国最忙碌的体育人。 奥
运冠军的夺目光环， 改写中国田径历
史的伟大成就， 让他迅速成为举世瞩
目的东方偶像。 而就在出征雅典之前，

刘翔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入党介
绍人正是师傅孙海平。 “他之前就是
考察对象 ， 也有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

我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能够
影响一大批运动员 ， 让大家向他学
习。” 在师傅眼中， 刘翔入党后不仅以
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还会主动帮助队
友、 服务社会， “师弟师妹训练， 他
会讲讲自己的体会和要领 ， 生活上 、

思想上也会给他们一些引导。 有些在
外界看来可做可不做的事， 他能做的
都会去做， 特别是公益活动， 这其实
就是一种责任担当， 也是思想境界的
体现”。

随后三年间， “翔飞人” 先后打
破世界纪录、 登顶世锦赛， 势不可当。

然而 ， 就在外界期望值到达顶点时 ，

这对满载荣誉的 “金牌师徒 ”， 却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遭遇梦魇般的人
生急转。 “直到现在， 想起来心里还
是很难受。 这么好的运动员， 最终不
得已倒在伤病上， 实在太遗憾。” 孙海
平毫不讳言， 接连两届奥运会因伤退
赛， 对师徒俩是巨大的打击。 但即使
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光里， 承受着伤痛
和舆论双重压力的他们， 依然在为重

返巅峰拼尽全力。 “与伤病抗争的日
子漫长又枯燥， 但我们一天都没有放
弃过努力 ，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

都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去争取。” 结果终
究不尽如人意， 但过程并非没有意义，

正如孙海平所言， “那种面对挫折的坚
强意志和永不放弃的坚持， 都是十分
可贵的。”

退而不休，为寻找
“接班人”继续坚守

2015 年， 饱受跟腱伤病困扰的刘
翔， 正式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那
一年， 步入花甲的孙海平也到了该退
休的年纪。

“短跨项目原本是中国田径的弱
项， 直到刘翔的出现， 将这个项目提
升到世界水平。 虽然年纪到了， 但我
一直在想， 能不能在我身体还行的情
况下再培养几位高水平运动员？ 如果
我真的退了， 这个位置由谁来接？” 为
此， 孙海平退而不休， 还在上海市体
育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工作室。

面对寻找 “下一个刘翔” 的期许，

没有人比孙海平更清楚， 像 “翔飞人”

这般天赋异禀的现象级选手可遇而不
可求。 “竞技体育要耐得住寂寞， 要
尊重科学选材育才的规律。” 过去六年
里 ， 他奔波在全国各地挑选好苗子 ，

又挖掘出一批潜质新星， 其中 23 岁的
曾建航已在全国赛场崭露出不俗实力，

未来可期。 与此同时， 孙海平有意识
地物色综合素质出众的教练， 分享自
己的执教理念和经验。 在他看来， 尽
快培养一批 “伯乐”， 对于中国跨栏运
动的发展已十分迫切。

“我想再带一个周期， 到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 几位小队员慢慢成型了，

培养的教练应该也能独当一面了。” 被
问及坚守到何时， 孙海平的计划表已
排至三年后， “那时我快 70 岁了， 应
该放手了。”

摄影：本报记者 邢千里

许宁：变的是三尺柜台，不变的是坚守初心
躬耕商业一线，不断学习掌握“十八般武艺”，直面沪上老牌百货商场历次关键转型

许宁是多才多艺的。 在移动互联网
方兴未艾时， 她已是很多新手妈妈眼中
的小家电“种草”达人。她会咖啡拉花，也
懂插花技艺， 她是自制菜谱的畅销书作
家，也是认证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许宁来自东方商厦， 入职至今始
终深耕一线。 她的每一门手艺， 都是
沪上老牌百货商场东方商厦在几次关
键转型时期的变化写照。 “春天不是
等来的， 是靠每个商业从业者的努力
创新换来的。” 她总是这么说。 每一次
转型， 她都带领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
冲在最前方， 一边学一边转， 以沉潜
之心、 躬耕之力， 在一方三尺柜台展
现一名普通员工在变革历程中守持初
心、 铸就匠魂精神。

上海是全球商业变幻最快、也最潮
流的地方， 但无论它的模式如何更新，

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不会变。 许宁说，

在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道路上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
斗目标，也是身处商业一线的党员努力
奋斗的目标”。

直播带货里窥见深
厚基本功

许宁最新“解锁”的一门技艺是直
播带货。 第二届上海 “五五购物节”启
幕，她与另一位主播搭档，邀请消费者
在东方商厦旗舰店体验 “礼品的世界、

礼仪的氛围和礼貌的服务”， 镜头前的
许宁一点都不怯场，每一样小家电在她
手上都仿佛有了灵气，美食与锅具的契
合度在介绍与示范中让人忍不住要“买
买买”。

“我刚刚拿到了百联股份直播带货
比赛的一等奖。”面对记者，许宁有一点

小自豪， 这场比赛由百联股份旗下 30

多个商场分别组队，其中不乏青春靓丽
的主播，也不乏能玩转各直播平台的年
轻人，能脱颖而出的难度可想而知。 许
宁在赛后进行复盘，她觉得获胜的关键
在于专业度。 决赛中，除了标准项目的
现场实操，还增加了临场发挥环节———

现场抽题，当场直播，这考验的是营业
员的基本功。

从去年疫情开始， 直播带货逐渐
成为赋能上海商业的新营销方式， 它
对于年轻营业员的吸引力更大， 转型
动力更强 。 而很多老员工并不理解
“一把年纪了还直播卖货 ” 的转型意
义， 认为做好柜台销售就够了。 许宁
理解这种 “不理解”， 不仅带头先转，

还巧妙说服他人， “百货营业员的基
本功就是与消费者交流， 服务好消费
者， 如果不跟上消费者的喜好， 手上
的技艺就会生疏。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直播带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营业员对
商品的梳理过程和学习过程， 相比年
轻人， 其实我们更有优势”。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每次直
播前， 许宁都会带领团队提前一周进行
准备， 从挑选商品、 分工搭档到后台备
货全程参与， 一些重要的直播还会事先
排练。 虽然是劳模身份， 但她也会虚心
地向年轻的主播请教如何更好控场、 互
动的方式。 做营业员的时候， 她都是一
对一服务， 消费者的微表情写在脸上，

但直播互动不同， 给每个商品的时间很
短， 主播更是一对多服务。 好在十几场
直播过后， 她已经如鱼得水， “一定要
把重点内容说三遍， 知识点也必须深入
浅出”。

每一次关键转型都
冲在前方

直播带货不是许宁的唯一技能。下
厨烘焙、咖啡拉花、园艺插花、心理咨询

都是她履历中的闪光点， 而这些技能，

她大都是在 40 岁之后学的。

营业员这个职业， 在 30 年前是一
个“香饽饽”。 1993 年东方商厦开张之
初，以高端百货为定位，招收的是当时
最好的人才，许宁就是那一批新员工之
一。 后来她在岗位上入了党，销售柜台
也一直是党员示范岗。 可以说，在百货
商场的鼎盛时期， 许宁见证过它的辉
煌，更是塔尖上的员工。

30 年新旧更迭、推陈出新，更好更
新的模式不断刷新国内商业的高度，但
这对于一线的营业员来说算不上友好。

因为商业模式一转，营业员的“武功”可
能就全废了，人到中年难免有种被淘汰
之感，但许宁不服输，“既然商业不断转
型，那我就不断学习”。

2012 年， 婴童大类退出东方商厦
经营格局 ，40 多岁的许宁主动接受挑
战，投入到小家电销售的新岗位。 从零
起步、从头学起，她从培养兴趣入手，研
究厨房家电， 学习用榨汁机调配蔬果
汁，用面包机制作杂粮面包，用不粘锅
烹制低脂蛋糕……在最短时间内熟练
掌握了 10 余个家电品牌、近 20 种厨具
及小家电产品的操作技能。 不仅做合
格，许宁还要做出色，她始终琢磨着开
辟一些新方法， 让消费者有更好体验，

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大量翻阅专业书籍
和相关资料，加以总结提炼，形成可操
作的菜谱。

“2013 年我们率先推出微信公众
号，开始发布营养菜肴、儿童饮食、西点

DIY 等内容，至今仍然定期更新。 ”许宁
给记者展示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
着各种商品的技术重点和使用要点，正
是这样扎实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工作
方法， 让她很快成为小家电商品的专
家，也是最早的“种草”达人———她的微
信里，四分之一的朋友都是消费者转化
而来的，变成了“铁杆粉丝”。

“商业跌宕起伏，许宁让人印象最
深刻的地方，就是能在每一次的关键转
型期，始终冲在第一线，每一次转型的
项目都能成功。 ”东方商厦的同事这样
评价许宁。

做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传员

许宁有过多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的经历 ， “2004 年 、2015 年和 2017

年，我先后三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也
是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的相互融合”。

2017 年 10 月参加完党的十九大
从北京回沪后， 许宁不但自己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还责无旁贷地做起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宣传员。 “会场里充满正
能量的氛围让人难忘，我要把我的笔记
分享给大家。 ”抱着这个念头，她一下飞
机， 就马不停蹄地加入宣传贯彻活动，

不但在集团内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还
走进区政府、消防局、街道、国资委等其
他单位宣讲，共计近 50 场次。

那段时间，许宁每天都会忙到三更

半夜，高密度的宣传贯彻活动中说哑了
嗓子， 她就带着保温杯泡上胖大海，坚
决“不下火线”。

每一次宣讲，也是一次总结再思考
的过程。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是许宁最大的体会。如
何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在日常
工作中，也是许宁最关注的事，她始终
认为，在商业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党员
职工应该顺应变化、主动作为，成为推
进商业新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此前，她
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新零售变革时代为
员工赋能”的建议，就如何为商业一线

在职员工赋能，让他们从售卖商品转向
售卖服务、售卖体验，升级认知、提升职
业价值，提出了传统百货业转型发展必
须面对的新课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 。 许宁经常说 ，

她们这代商业从业者要做的， 就是不
辜负时代 ， 不错失机遇 ， 不辱使命 ，

勇当创新转型的排头兵， 以心无旁骛、

志如磐石、 锲而不舍的精神追求， 以
敢于创新、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精
业笃行，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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