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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炳添事迹材料

苏炳添，男，汉族 ......(第一部分为申报人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历学位、现任职务、所获荣誉奖

项)

（第二部分为候选人简要介绍，300 字以内，与申报表中主

要事迹一栏相同即可）

苏炳添是国家田径短跑队的一名猛将，被媒体誉为“亚洲

飞人”。他不仅虚心好学、勤奋努力，而且有一股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精神。在训练中他从难从严要求自己，

在比赛中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在

2015 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男子 100 米比赛上，以

9 秒 99 的优异成绩获得季军，成为历史上首位突破 10 秒大关

的黄种人，并在同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闯

入世锦赛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运动员,；2018 年在世界室内田

径锦标赛男子 60 米决赛中，苏炳添以 6 秒 42 打破亚洲纪录的

成绩摘得银牌，成为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中赢得男子短跑奖牌的

中国运动员，也创造了亚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中的最好成绩，并

因此载入中国田径史册。

（第三部分为申报人主要事迹，2000 字以内，推荐单位在

以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整理申报人主要事迹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

申报人简要介绍，力求文字精炼，突出事迹特点和亮点。）

一、结缘体育，“大器晚成”遇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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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期，苏炳添与短跑结缘。2004 年 11 月，15 岁的

苏炳添第一次参加了正规的比赛——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

以 11 秒 72 的成绩（秒表计时）拿到第一名。之后，中山市

体校田径教师宁德宝把苏炳添招进了麾下，开始接受系统的专

业化训练。

二、艰苦磨炼，“崭露头角”入省队

体校的训练生活异常艰苦。每天早晨 5 点半出操，进行一

个半小时的常规练习,上午上文化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教

练对苏炳添的训练非常苛刻和严格，每天都有超负荷的训练

量，尤其是被戏称为“黑色下午”的项目训练,苏炳添已经记

不清要跑多少个来回才能结束一天的训练。在田径场上，时间

似乎不存在，只有秒表统治着一切。枯燥单调的训练生活让刚

进体校的苏炳添曾动摇过，但他最后坚持下来，每一点进步都

给他无穷的力量，不断刷新的成绩打消他放弃训练的念头。在

体校两年多的训练中，在教练苦心培养下，苏炳添广东省田径

赛上崭露头角。2006 年 9 月，苏炳添参加广东省田径邀请赛

以 10 秒 66 夺得 100 米冠军。12 月，苏炳添被招进广东省田

径队进行更高级别的训练。

三、顽强拼搏，“破茧化蝶”成飞人

从体校到了省队，苏炳添也曾一度面临着成绩上不去的困

惑甚至痛苦。尤其是 2007 年，苏炳添的成绩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由于训练过分刻苦，苏炳添的腰劳损比较严重，腰的痛经

常折磨得他疼痛难忍。但他在教练、家人和朋友关心鼓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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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超人的意志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才得以突破瓶颈，

迎来了人生的辉煌。2008 年，苏炳添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男

子 4×100 米接力、全国田径冠军赛暨系列赛男子 4×100 米

接力两块金牌。2009 年是苏炳添全面爆发的一年，苏炳添先

后在第 11 届全运会、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全国田径锦标赛、

亚洲田径大奖赛、第 5 届东亚运动会夺得 6 项个人桂冠和 4 项

接力桂冠，被媒体誉为“亚洲飞人”。2010 年第 16 届广州亚

运会上，苏炳添与队友通力合作，一举夺得男子 4×100 米接

力金牌，在时隔 20 年后，为中国队重新夺得该项目的金牌，

并以 38 秒 78 的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2011 年 9 月 8 日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奥运会达标赛上，以 10

秒 16 夺得冠军，打破了尘封 13 年的全国男子百米纪录。2012

年 5 月 3 日，在亚洲田径大奖赛静冈站，苏炳添和队友 4×100

米接力比赛中跑出 38 秒 71，刷新全国纪录。5 月 6 日国际田

联挑战赛川崎站，苏炳添跑出 10 秒 04 的破全国纪录成绩，

战胜包括美国选手在内的众多强手勇夺 100 米冠军，遗憾的是

比赛时现场风速超过了规定风速，10 秒 04 的成绩不能作常规

成绩计算。第 30 届伦敦奥运会上，苏炳添以 10 秒 19 小组第

三名的成绩，成为中国首位跑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运动

员，创造了中国男子短跑新的历史。

10 月 2 日，在仁川亚运田径男子 4×100 米接力的比赛中

帮助中国队以 37 秒 99，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2015 年在尤

金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以 9.99 秒成为首个亚洲破破 10 秒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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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员，2015 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再次以 9.99 秒进入决

赛，成为第一个进入决赛的亚洲人，同时 4×100 米以 38.01

获得第二，成为中国田径历史最好成绩，2016 年在里约奥运

会以 38.82 打破全国纪录，并获奥运第四名。

四、中国“苏”度，一飞冲“添”

2018 年 1 月 27 日，在德国柏林国际室内田径比赛中，苏

炳添在男子 60 米比赛中以 6 秒 55 的成绩夺冠。2 月 4 日，在

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德国卡尔斯鲁厄站上，苏炳添在男子

60 米项目中以 6 秒 47 的成绩夺冠，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2

月 6 日，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杜塞尔多夫站，中国选手苏

炳添以 6 秒 43 的成绩夺得男子 60 米比赛冠军，并第二次刷新

亚洲纪录。2 月 26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 2018 年国际田联世界

室内巡回赛最终站比赛上，苏炳添跑出 6 秒 50 获得男子 60 米

冠军，并以四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 60 米总

冠军；3 月 3 日，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 60 米决赛中，苏

炳添以 6 秒 42 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摘得银牌，成为第一位在

世界大赛中赢得男子短跑奖牌的中国运动员，也创造了亚洲选

手在这个项目中的最好成绩，并因此载入中国田径史册。

苏炳添同志不但用实力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一次又一次的突

破了跑道上的极限，更以顽强拼搏的作风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树立

了中国运动员的良好形象。赛场之外，他踏实、低调、还非常

热心公益，2015 年 9 月 19 日，苏炳添在二沙岛带领数十名小

学生共同助力“为爱行走”大型城市徒步公益慈善活动。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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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苏炳添来到广州供电局体验电网工作，并到孤

寡老人家中送温暖。他表示，荣誉和成绩已成为过去，走下领

奖台，踏进蓝色跑道，一切从头开始。他将继续在百米跑道上为

0.01 秒去努力，为国家为广东父老乡亲争光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