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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连

绵群山银装素裹，一条条白色的雪道，

镶嵌在山坳中，在阳光下闪耀夺目。

上午 9 时，穿戴整齐的张家口市青

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冬训队员

们，一个个走到富龙雪场的雪道顶端，

快速俯冲下滑，转弯、翻腾、跳跃……

溅起纷飞的雪花。

“把刚才空中转体的动作再练一

遍，速度稍微慢一点，务必整个身体都

转过来。”雪道边上，单板滑雪坡面障

碍技巧教练张馨月在大声地指导着。

一个腾空的动作没做好，队员吕

元鑫摔在了雪道上，随即他便站起来，

拍了拍滑雪服上的雪，继续训练。

2020 年 11 月以来，张家口市青少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冬训队 72 名

队员分驻于崇礼区的富龙、万龙、长城

岭等滑雪场，开展实地训练。

2015 年，宣化二中面向青少年开

办了冰雪专业学校——张家口市青少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学校采取

“体教结合”模式，合理统筹学业和训

练的时间，为学生“量身定制”文化课

教材。冬训时，学校派出教练和文化

课教师常驻崇礼区各专业队集训地，

白天训练，晚上教学，不让学生落下文

化课程。

整 个 冬 天 ，冬 训 队 员 们 除 了 一

个 半 小 时 的 午 餐 和 休 息 时 间 ，几 乎

白 天 时 间 都 要 在 雪 道 上 实 训 。 在 教

练 们 的 指 导 督 促 下 ，练 习 高 山 滑 雪 、

越 野 滑 雪 、单 板 U 型 场 地 、单 板 平 行

大 回 转 、坡 面 障 碍 技 巧 及 大 跳 台 等

专项技能。

“每年上雪实训时间宝贵，即使训

练再辛苦，同学们都不会有丝毫懈怠，

希望将来能踏上冬奥会赛场，为国争

光。”该校高二学生、2018 年河北省青

少年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锦标赛青年男

子组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项目冠军

王戬的话语，说出了心怀“冰雪梦”队

员们的心声。

除了开办冰雪运动学校，张家口

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近

年来，张家口在全市中小学推行“课堂

教学+户外实践”冰雪运动普及模式，

组织中小学生每学期体验一次冰雪运

动。到 2022 年，张家口全市中小学将

实现奥林匹克教育覆盖率 100%、冰雪

运动普及率 100%。

在吕元鑫眼中，冰雪学校的开办

是开启人生新境遇的“钥匙”。家境不

富裕的他，在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支持

下，能够从事滑雪运动，并有望争得名

次。“我要更加努力练习，希望 2022 年

能站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让父母和学

校以我为傲。”

与队员们在雪场上共同拼搏的，

还有身旁的教练们。“选择了教练这份

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每天看

到孩子们进步一点点，就是我最开心

的事。”张馨月说。她从 14 岁开始接触

单板，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单板国家

集训队队员，曾和两名队友一起斩获

2007—2008 全国单板 U 型场地滑雪锦

标赛女子团体赛冠军。2016 年，张馨

月来到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学校任教。

目前，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学校先后将 31 人送进国家集

训队，培养出国家级滑雪裁判 7 人，被

评 为 全 国 青 少 年 校 园 冰 雪 运 动 特 色

校。2019 年 2 月，来自该学校的坡面障

碍技巧国家集训队队员王文卓，为我

国拿到了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

碍技巧项目（双板）首个世界杯参赛名

额，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 比 赛 中 拿 金 牌 并 非 孩 子 们 从

事 冰 雪 运 动 的 唯 一 目 的 。 在 这 个 冬

训季，校长孙永青来到训练场上鼓励

广 大 队 员 ：“ 无 论

大 家 是 否 能 拿 到

金 牌 ，希 望 你 们

心 中 都 有 一 个 梦

想 —— 经 过 努 力

拼 搏 ，赢 得 人 生

的奖牌。”

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

雪道上的追梦少年
本报记者 张腾扬

即使训练再辛苦，同学们都

不会有丝毫懈怠

单板滑雪冠军王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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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队员吕元鑫

我 要 更 加 努 力 练 习 ，希 望

2022 年能站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少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国少

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需要广大

少年儿童接好历史的接力棒，在将

来跑出好成绩。

告别 2020，迎来 2021，新的画卷

正待舒展，让我们与孩子们一起，与

时间赛跑、与时代共进，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加油吧，2021！

——编 者

整洁明亮的校舍映着蓝天白云，

宽阔的操场上是孩子们奔跑的身影。

临近新年，走进云南陆良县龙海乡双

菁口小学，耳边传来的就是孩子们琅

琅的读书声、开心的欢笑声。

过去的龙海乡是典型的山区，高

寒缺水、贫穷边远。“能走出大山读书，

就已经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双

菁口小学老师刘冬坤就是当年从乡里

走出来的仅有的几个中专生之一。

2006 年毕业，刘冬坤第一个选择

就是回到了龙海乡。“我的父亲就是老

师，我想继承他的志向，让更多的孩子

走出大山。”在刘冬坤记忆中，那时候

的双菁口小学校园里满是泥泞，食堂

简陋，宿舍就是搭个板子当床。孩子

们每次周末回来都有一个“任务”，就

是扛一捆柴火到学校里。

如今的双菁口小学完全不见刘冬

坤记忆中的踪影。“这几年学校的变化

很大。”双菁口小学校长保坤说，2018
年，学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扩建，硬件设施正在逐步完善，“美术

室、音乐室、实验室一应俱全，宿舍、食

堂条件也相当不错，孩子们的学习和

生活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我希望长大了，能当歌手！”“我

的愿望是做一名医生！”在学校的关爱

室里，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

志向。“我要做老师，而且是做语文老

师，教育好祖国未来的花朵。”刚上四

年级的栾鑫静一开口，在场的老师都

忍不住笑了起来。

“想要当歌手”的男孩卢俊伟父母

都在外面打工，稚嫩的他，还要照顾爷

爷奶奶。“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

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

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一说起自己最擅长的才艺，卢俊

伟张口就哼起来自己最喜欢的歌。

与卢俊伟不同的是，杨蕊菱的志

向却与父亲有关。几年前，因为父亲

生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但与此同时，

医 疗 、教 育 、产 业 等 扶 贫 政 策 接 踵 而

至，父亲看病有了报销，杨蕊菱读书的

环境也更好了，“成为医生，就可以帮

助到更多的人。”

保坤说，双菁口小学现在是陆良

县最大的寄宿制小学，“学校 700 多名

在校学生，留守儿童就占了快一半，还

有近 100 名建档立卡户的学生。为了

孩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学校

设立儿童关爱室，定期和孩子们交流

谈心。”

除了唱歌，卢俊伟还喜欢打篮球，

杨蕊菱更是学校里羽毛球、乒乓球高

手，同时还是学校里仪仗队的指挥，打

腰鼓也很厉害。“我们的才艺都是在学

校学的，每位老师带着一个兴趣组。”

杨蕊菱眼里满是自豪。

看 上 去 有 些 文 静 的 语 文 老 师 李

永，一曲唢呐吹得激情洋溢。刘冬坤

则带起了硬笔书法班。“学校现在有 22
个兴趣小组，孩子们的课余活动丰富

得很。”保坤说，龙海乡以汉族、彝族为

主，是汉族、彝族混居乡镇，为了发挥

地域优势，传承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校还开展了彝族大三弦、三型叉、刺

绣等项目小组。

现在每年“六一”，或是乡里举行

活动的时候，双菁口小学孩子们的表

演都是当地群众最期待的节目。热情

澎湃的现代舞、声色并茂的歌舞剧、真

挚传神的手语操……孩子们的才艺赢

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几年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推进，我们双菁口小学的孩子们越

来 越 棒 了 。”专 职 音 乐 教 师 的 程 凤 来

了学校十几年，感慨很深。眼看着就

要 期 末 了 ，孩 子 们 每 天 都 在 刻 苦 学

习 。“新 的 一 年 ，希 望 学 习 更 好 ，期 末

能 考 个 好 成 绩 ！”“ 家 里 已 经 有 篮 球

了 ，新 年 还 想 要

一 双 轮 滑 鞋 。”

“希 望 去 昆 明 玩

一 趟 ！”孩 子 们

在 记 录 本 上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新

年愿望。

云南陆良县龙海乡双菁口小学

大山里的琅琅书声书声
本报记者 李茂颖

我们的才艺都是在学校

学 的 ，每 位 老 师 带 着 一 个 兴

趣组

仪仗队的小指挥杨蕊菱我想继承父亲的志向，让

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青年教师刘冬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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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双菁口小学学生在排

练新年舞蹈。 王 勇摄（人民视觉）

图③：双菁口小学学生在上美术

课。 王 勇摄（人民视觉）

图④：冬训队员进行滑雪训练。

朱晨晖摄（人民视觉）

图⑤：冬训队员进行冰球训练。

资料图片

图⑥：冬训队员在崇礼富龙雪场

训练。 陈晓东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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