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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主题党建活动微党课第三十讲

不忘初心，激发责任

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顺序颠倒，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是天

壤之别：一种是行为的贬义，一种是精神的褒奖。

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失败多少次，坚持到底，永不言弃，三

十五年以来，从未改变，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女排。

2016 年 8 月 19 日，中国女排在教练郎平的带领下，咬牙死

磕，一分一分往上顶，一步一步朝前挪，绝不后退一步，苦战 4

局击败荷兰队，时隔 12 年，再度挺进奥运会决赛，终于迎来一

场胜利，气壮山河的胜利，热泪盈眶的胜利，青史留名的胜利。

这是一届被碎片化、娱乐化的奥运会，但女排此役，让亿万

中国人揪心屏息，凝神关注，为每一分欢呼雀跃，为中国队热泪

长流，久违的崇高感被激活，恍惚间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封闭已久的中

国大门，朝世界缓缓打开。那是一个中华民族争取“球籍”的年

代，百废待兴，而又迷茫困惑，中国人需要精神偶像，中国女排

横空出世。

1981 年 11 月 16 日傍晚，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了下来，全国

人民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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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

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一个叫郎平的女孩扣下了

世界冠军，中国女排 3 比 2 艰难获胜。

整个中国沸腾了，人群聚拢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

万岁！女排万岁！”当时中国女排收到的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

品达 3 万件，而这当中，有 3000 多件都是“点名”送给郎平的。

山西太原机械学院全体师生甚至送来了一块近两米长的横匾，写

着“振兴中华”四个大字。

次日，国内几乎所有报纸头版头条都在报道女排夺冠。《人

民日报》头版评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写道：

“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

现？”

旋即，在 1982 年的秘鲁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再度夺冠。然

后，是无数中国人刻骨铭心的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新中

国重返夏季奥运会，以 15 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其中包括

中国女排的金牌。三连冠后，中国女排又在接下来的 1985 年第

四届世界杯、1986 年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连续两次夺冠。

短短 6 年，中国女排创下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

可以想象，在中国人最需要重塑民族自信与凝聚改革共识的年代，

中国女排带来了何等强大的精神动力！

用郎平的话来说，就是“让老百姓最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中国

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而完成令人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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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的“五连冠”，也让“女排精神”突破了一个体育项目本身，

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

但是到了 90 年代，随着郎平和梁艳等女排老将的退役，女

排队伍开始日渐衰退，各种压力与流言蜚语也喧嚣尘上。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半决赛中败于该届盟主苏联女排，最

后只获得铜牌。在 1989 年的第 5 届世界杯和 1990 年的第 11 届

世界女排锦标赛均卫冕失败，决赛分别负于古巴和苏联而获得亚

军。

1992 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巫丹的禁药事件让胡进所带

领的中国女排只获得第七名。1994 年，在巴西举行的 1994 年第

12 届世界女排锦标赛更滑落至第八名，第八名争夺战中更败于

宿敌日本女排。在广岛亚运会中，更在决赛败于韩国女排而卫冕

失败。

但这支队伍“决不放弃”的精神底蕴一直在，只是缺少一个

带队人而已——这个人是郎平。

1995 年，郎平被中国排协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她率领中

国女排走出历史低谷，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第 13 届世界

女排锦标赛亚军。但随后郎平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最后在美国

宣布离婚。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她甚至因为心脏病而

突然晕倒。郎平从颈椎开始，颈椎、腰椎、胯、膝关节、脚踝，

反正是关节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

郎平前前后后做了十几次手术，不到四十岁的郎平身体已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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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崩溃，加上女儿恰逢青春期，正是最需要母亲的时刻，这让本

已身心疲惫的郎平更加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始终未能完成交办

的带领球队重夺得世界冠军的任务，郎平于 1998 年宣布辞职，

她成为了在中国女排主帅任上主动坚请辞职的第一人。

辞职后的郎平可谓是一路坎坷，开始了国际“拎包打工族”

的生活。2005 年初，郎平接受了美国排协的邀请出任美国女排

主教练，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小组赛中战胜了中国队，并最终

获得了亚军。这次她担任美国队教练并战胜了中国队，一度被舆

论推至风口浪尖，她被国内的网络骂作了“叛国贼”。

但她没有放弃。事后郎平回应道：“我执教美国，绝对不是

为击败中国队。”“郎平是属于中国的。无论走到哪里，我时时

刻刻记得，我是一名中国人。

2012 年伦敦奥运，中国女排最终名列第五，创下参加奥运

以来历史第二差战绩， 2013 年已经 53 岁的郎平临危受命，放

弃了恒大的高薪，毅然接下了没人敢接的烂摊子——她相信，这

支队伍身上的“坚持到底”的精神，一定还在传承，而有这份精

神，就一定会有成绩。

郎平是十分严格的教练，50 多岁的她遇到该亲自示范的时

候一定会上场。尽管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膝盖劳损十分严重（她的

膝盖年龄已经 70 岁了）。除此之外，50 多岁的她和年轻的队员

一起训练时，曾经累到晕厥，但她依然是两个字：坚持。

2015 年，郎平首次带队拿下世界杯冠军，而今年的里约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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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上，郎平带领新生代的中国女排逆境崛起、强势涨停。原本

小组赛不在状态的姑娘们却在淘汰赛中越挫越勇，中国女排的姑

娘们凭借那份坚持，时隔 12 年，重新拿下冠军。

诚如郎平说：“失去的一切，我都要拿回来。”

坚持不懈、永不言弃。有时候明知不会赢，也要竭尽全力，

哪怕一路艰难险阻，也不忘在绝境中挥拳和怒吼，无论结果，都

要把杀气和狰狞留给对手。

这就是中国女排：无论是 80 年代站在世界之巅，还是 90 年

代被打入谷底，无论是遭遇青黄不接，还是魔咒轮回，她们始终

坚持。

今天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之崛起，是中华民

族崛起的一个缩影，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事业之中，整整一代中国人，用热情与梦想，谱写了一部

壮怀激情、不懈奋斗的心灵史诗，给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

用郎平的话来说，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

赢而改变。三十多年来，中国女排运动成绩有高峰有低潮，但精

神一直在，一直在拼搏，一直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三十多年来，

中国前进的道路或平坦或坎坷，经济发展有快有慢，国际环境有

优有劣，但中国一直在前进，一直在拼搏，一直没有放弃昂扬奋

发、充沛磅礴的中国精神。

当下，我们党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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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还多的国度推进改革，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进改革，在前

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推进改革，压力山大的考验，

横亘面前。我们只有像中国女排那样，不惧任何艰难困苦，不畏

任何压力挑战，坚持坚持再坚持，拼搏拼搏再拼搏。没有不懈，

何以打造苦难辉煌？没有咬牙，何以赢得荡气回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