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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不高，身材健壮，见人就热情招呼，

讲起自己的办学理念头头是道……他是朱

志辉，江西省萍乡市麻田中心学校校长。20
余年来，他坚持普及摔跤运动等体育项目，

培养了孩子们的健康身心，也为孩子们带来

梦想和希望。

从无到有，村小建起
体育训练队

白衬衣、棕西裤、黑皮鞋……1996 年夏

天，留着一头披肩发，扛着教具，朱志辉来到

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兼县体校教练。这年，朱志辉 18 岁，刚从萍

乡市体校举重专业毕业，因为未被上级体校

选走，他结束了 6 年的运动员生涯。但热爱

体育的他仍一心想做点和体育有关的事，

“要把梦想的种子传递下去。”

“咱这从来也没有哪一个体育老师要教

摔 跤 和 举 重 。”新 泉 小 学 的 老 师 们 有 些 吃

惊。要知道，此前这所学校的体育课一直都

处于“一颗球、两块拍、三根跳绳”的状态。

朱志辉却对在学校推广摔跤和举重挺

有信心。初上岗，他每周要负责全校 22 节

体育课。空闲时他则骑上自行车，十里八乡

去招生，收来 19 名学员组成体育训练队，

“农村娃有力气、能吃苦，我想让大家知道，

练体育也能有出息。”

对学生来说，暑期集训很关键。当年，

校内没有室内训练场，训练“天晴在操场、下

雨到走廊”；器材也缺得很，“木头做成杠铃

也 顶 用 ”。 生 活 上 ，学 员 和 教 练 吃 住 在 一

起。一间空教室打上大通铺，晚上都是蚊

子；没有人做饭，朱志辉就自己来。“老师做

的饭真的不好吃。”回忆过去，朱志辉当年的

学生、如今已是同事的曾汉金笑着说：“训练

虽然辛苦，但学员和教练的感情一直很好。”

1997 年秋天，朱志辉带队参加了萍乡

秋季运动会的摔跤和举重两个项目。这支

从山村里走出来的队伍，一举拿下了 10 块

奖牌，其中包括两块金牌，“一战成名”受到

许多关注。随后，朱志辉向当地申请了 5 万

元经费盖瓦房，学校和体训队终于有了体能

训练室。

坚持普及，孩子收获
健康和成长

“咻！……集合！”初夏午后，训练哨声

响起，二三十个三到六年级的男孩女孩冲到

训练馆二楼，脱了鞋，迅速站到铺了软垫的

场馆中，“立正、稍息！”孩子们一个个挺起胸

膛，做得有模有样。

2006 年，朱志辉成为麻田中心学校校

长。当时的麻小，条件比新泉小学还差。“就

像个农场，到处是泥巴，甚至还有村民在校

园里种菜。”但朱志辉又很想试试看，体育到

底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在农村，体育课几乎可有可无。想要办

体育、教摔跤，连一些老师都不理解，“体育

课可别挤占文化课”“学生受伤可咋办”家长

们更不支持，“浪费时间，会不会影响成绩？”

“摔跤能当饭吃吗？”……质疑声不绝于耳。

没想到，体育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很明

显。子歆（化名）原来对自己缺乏信心，通过

摔跤训练和老师的引导，成了一个活泼开

朗、好学上进的学生，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

体育老师；有轻度自闭症的小林（化名）在摔

跤场上找到了释放自我的动力……

除了被选做体训队队员，日常的摔跤操

和体育训练也可以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摔

跤课上，朱志辉帮着四年级的王跃然做热

身。一个劈叉下去，孩子满脸通红，眼泪直

打转。动作结束后，朱志辉一边帮他放松肌

肉，一边鼓励：“不哭啦，老师以前和你是一

样的，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要坚持！”

在朱志辉看来，摔跤其实是一项非常

“聪明”的运动，“平时要练习肌肉的反应，赛

场上利用肌肉惯性和迅速观察，预判对手动

作，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做到敢于进攻，善

于防守。”而且，摔跤能够锻炼抗压能力，“经

历 过 挫 折 ，孩 子 们 才 能 笑 看 输 赢 。”朱 志

辉说。

摔跤馆里，摆着满满两排奖牌，都是这

些年来朱志辉带领队员们获得的荣誉。从

前，朱志辉梦想着自己能带出来几个奥运选

手。如今，他更希望培养身心健康的孩子。

扎根乡村学校这么多年，他也是这么做的。

朱志辉算了算，从 1997 年开始，20 多年

来，每逢暑假自己几乎都没有休息过，选材、

训练、上课，数十年如一日不曾间断。他说：

“我相信体育能改变人生。”

以体育人，满足师生
个性化需求

草地、铁皮屋、专业场馆……站在麻小

的“奥运广场”上，你会惊讶于这里的变化：

西边是旧校址，那里有 2010 年建设的体能

训练馆。东边的红色五层小楼是办公教学

区域，东北方向正在加紧建设综合楼，将建

起 能 同 时 容 纳 3 场 省 级 摔 跤 比 赛 专 业 训

练馆。

2020 年，武功山管委会投入 3000 万元

建设麻小新校区。当年 11 月，麻小的孩子

们就搬进了新教学楼。这里的走廊设计为

3.3 米，比一般标准宽，保证了阴雨天孩子们

的运动空间。

如今，学校挂着 3 块“国”字号招牌：“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乡村学校少年

宫”“国家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这些年来，

学校为上级体校输送了 168 名优秀摔跤体

育人才，其中一级运动员 2 名，国家队队员 1
名。队员获全国摔跤锦标赛奖牌 4 枚，获省

运会摔跤金牌 5 枚、银牌 9 枚。

新教学楼的五层，将成为麻小未来的艺

术中心。经过特殊设计的教室之间可以开

合，推开门，教授书法的董老师正在收拾纸

笔。董老师是萍乡市书法协会会员，也是一

名非遗传承人。“我们从全市选聘非遗传承

人，教室就是他们的工作室，可以在这创作、

展示并给孩子们上课。”朱志辉说。

如今，麻小正探索“健康树课程”，以满

足师生个性发展需要。为此，他们建立了

“1+3+N”校本课程模式。“1”为必修课，是

摔跤；“3”为体育类选修课，包括花式篮球、

围棋和足球；“N”为其他类体育和艺术类项

目。“不只是兴趣小组，要成为正式课程，聘

任专业老师，让更多孩子受益。”朱志辉说。

“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但每

个孩子都该有强健的体魄，这是成才的根

本。”凭着体育人的执着，朱志辉用“以体育

人”的理念，打造了山区小学的教育品牌，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也因为摔跤运动获

得了更多资源，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我想不

断地去做、去积累，就像体育精神——拼搏、

坚持，才能有更大的收获。”这也是朱志辉一

直坚守的原因。

学校坐落于武功山，这里以其特有的高

山草甸，吸引了各地热爱户外运动的人。未

来，朱志辉希望这所乡村学校能成为一个全

国性、专业的摔跤转训基地，“我们的孩子通

过体育走出了大山，但更多人会因为体育来

到这里。”朱志辉说。

上图为朱志辉（右）在指导学生练习“摔

跤操”。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江西麻田中心学校校长朱志辉20余年探索体教融合——

“把梦想的种子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王 丹

江西麻田中心学校校
长朱志辉的教师生涯，从
体育课开始。20余年来，
他坚持在乡村学校推广普
及摔跤运动等体育项目，
探索推进体教融合。学校
因为推广摔跤运动获得更
多资源，办学条件逐步改
善。孩子们在锻炼中收获
了强健的体魄、健康的身
心，更进一步通过体育走
出了大山。

核心阅读
■老师，您好R

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能够拍一部反映中

国人精神的作品。接触到《觉醒年代》的剧本

后，我感到其中讲述的人物和故事与我的想

法完美契合，于是下定决心接下了导演工作。

《觉醒年代》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

党为主线讲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最大

的难点在于如何用影像精准展现思想的变

化、精神的觉醒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

创作过程中，我们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态度，希望堂堂正正地把这段历史讲出来，

并 把 它 讲 得 好 、讲 得 真 实 ，讲 得 有 生 活 、有

质感。

在影像构成和美学表达上兼顾写实与写

意，尽最大可能还原时代味道。一方面，服化

道摄录美尽可能还原历史。小到一个开关

的样式，大到按 1∶1.2 的比例搭建还原北大红

楼，尽管这些细节并不承载叙事功能，但可以

相对准确地反映时代特征，营造历史氛围。

另一方面，剧中运用了大量的诗化表达。例

如对三顾茅庐、程门立雪、高山流水等成语的

影像化呈现，以及隐喻、意象、赋比兴手法的

加入等，都呈现出东方审美的意境。

在 史 实 引 述 上 ，严 格 按 照 党 史 进 行 设

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更需要注重严谨性与

责任感，基调不能跑偏，价值观必须摆正。与

此同时，我们坚持塑造饱满的角色与鲜活的人物。《觉醒年代》要将

剧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从书本中的一个个名字还原为有血有肉

的个体。在保留他们革命家、政治家身份和特点的同时，从细节入

手刻画作为普通人的他们。李大钊与妻子儿女相处的温情、陈独

秀父子间真挚朴实的爱……具有烟火气的细节避免了对人物的扁

平化处理，见性格、有温度，让叙事更真实、更丰富。剧中人不再高

高在上，而是可敬可爱，能够引发观众的高度共情，进而产生共鸣。

这部剧播出后获得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我们一直希望用

浅近的讲述传递深意，让年轻人感受到穿越时空的力量，希望今天

的人们可以了解那些舍弃小我拥抱大我的先驱，记住那一个个闪闪

发光的名字，不忘今日幸福生活的来路。走过百年，先贤们的理念

与精神依然能够烛照今人，中华民族的大爱与大美始终薪火相传。

如今，越来越多的主旋律题材作品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任何

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真实二字，创作者要塑造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

的情感，要用一种真实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和展现事物。

唯有真诚能够打动人心，要关注情感，从细微处见震撼，于故事中

显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朴素而平实地做好每一部作品，

润物无声地把正能量传递给观众，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本分和

幸福。

（作者为电视剧《觉醒年代》导演，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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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
开真实二字，创作者要塑
造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
的情感，要用一种真实的、
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
和展现事物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西安 5月 31日电 （记者张丹华）为

促进新时代秦腔艺术创新发展，由文化和旅

游部、陕西省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 年中国秦

腔优秀剧目会演日前在西安闭幕。

此次会演以“庆百年华诞 创秦腔辉煌”

为主题，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西北 5 省区

老中青三代秦腔名角登台献艺，1400 余名艺

术家联袂演出的《关西夫子》《张富清 1948》
《王贵与李香香》《湟水河畔》《肝胆祁连》等

28 场剧目好戏连台，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

秦腔艺术人才培养和精品创作取得的成果。

据悉，此次会演包括秦腔展演、嘉年华等

四大板块 20 余项活动，共惠及线上线下观众

600 余万人次。

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闭幕

上图：“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山东省烟台市福山

区各小学、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

图为 5 月 31 日，福山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小朋友们

在进行拔河比赛。

孙文潭摄（人民视觉）

左图：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皮市街街区举办

“自在童年”主题市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打

卡，迎接“六一”儿童节。

图为一名小朋友在展示自己印刷的书签。

施华健摄（人民视觉）

我们过节啦

5 月 18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

岁月》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

播出。该纪录片选取了中国共产党史上的 100 个重大事件、关键

场景、重要人物，全面、立体、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节目以山河为经、以岁月为纬、以人物为峰、以党史

为鉴，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伟大

历程，创新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百年奋斗、百年筑梦的影像

史诗。纪录片播出以来，《山河岁月》相关节目及新闻宣传在总台

平台的跨媒体总触达人次为 11.41 亿次。

《山河岁月》每集围绕一个重大党史事件展开，运用大量珍贵

的影像资料，通过“影像资料+旁白介绍+专家解说”的形式，讲述

建党百年真实历史，以真为本、以实感人、用事发声。

许多观众表示，该纪录片通过讲述陈独秀、李大钊等百年来成

千上万先烈共同书写的非凡历史，激励了广大青年人不负韶华，担

负起时代使命，为保家卫国贡献青春力量。观众纷纷评价该片“历

史归真”“纪录片中的人物应近而亲之敬之”。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闫戈看完该片后很受感触，“回望历史，我

们不该忘却战火岁月，不该抛却一寸山河。我们当继承先辈遗志，

谱写未来的篇章。”

从事零售业的观众高佳慧说：“《山河岁月》记录了百年沧桑巨

变，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共产党人百年来艰苦卓绝的非凡成

就。这些故事，值得我们入脑入心、持续思考、相互勉励。”

“《山河岁月》用许多历史人物故事串起了百年历史。通过此

片，我们能在观看故事的同时，更好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和他

们所作的贡献，这比阅读书本要更加生动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

从事新媒体工作的观众刘璐说。

有观众表示，《山河岁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人们系统地了解革命进程，很有教

育意义。该片应该作为红色教育示范作品被推广普及，让年轻人

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教师王冀豫说：“我们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工

认真观看了《山河岁月》，可以说是经受了一次真正的洗礼。我们

应该勇挑重担，坚定信念，牢记使命，代代相传。”

“自从《山河岁月》播出以来，我一直在观看和关注。今年全国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我认

真学习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将学习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的内生动

力，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接地气又聚人

气。”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兰新社区党务专干汤玉婷说。

通过分析发现，山河岁月、百年文献、共产党、红军、长征、红色

故事、红色基因、民族精神、时代使命、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无名

英雄、革命精神等是观众反馈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这些词语

体现了观众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说明该纪录片的主题思想和内

容表达激发了人们情感共鸣，体现了纪录片的价值引领作用。

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播出以来反响热烈——

百年筑梦 砥砺初心
本报记者 刘 阳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刘静文

本报合肥 5 月 31 日电 （记者徐靖）近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独立研制的“天问一

号”探测器环绕器有效载荷——火星磁强计

的伸杆进行在轨展开。遥测参数显示伸杆展

开到位，返回科学数据显示产品运行正常，这

标志着火星磁强计即将开启对近火空间矢量

磁场的科学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

器两部分组成，火星磁强计是环绕器的 7 个

科学载荷之一，其主要科学探测任务包括全

面准确地测量火星空间边界层，探测火星南

部局地岩层的有效剩磁及火星感应磁层，研

究近火空间处的行星际磁场。火星磁强计的

两个磁通门探头安装在一根长的伸杆上，使

得探头远离卫星本体，从而减小卫星本底剩

磁对探头所测空间磁场的影响，伸杆的成功

展开标志着火星磁强计正式开启其科学探测

任务。中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空间有效

载荷研制团队正在组织开展在轨监视以及卫

星本底剩磁的识别和去除工作，全力保障火

星磁强计后续长期在轨探测和科学数据分析

任务。

“天问一号”火星磁强计开启在轨探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