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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地区的乡村教育，从来都不容易。

如何丰富选择，让留守儿童获得更多体

验，拥有充实的童年？

如何教育引导，让这些孩子感知自我优

势，寻得未来的方向？

如何夯实基础，让这些孩子得到足够支

持，走稳想走的道路？

过 去 的 12 年 间 ，重 庆 石 柱 土 家 族 自 治

县三河镇小学，通过专注发展乡村女足，让

200 余 名 留 守 女 童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爱 好 、专

长，乃至未来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有

80 多名三河镇小学的学生通过足球特长被

选送到重庆各知名学校深造，还有 21 名毕

业生通过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了理想的

大学。

峰坝交错，沟壑纵横，大山挡不住梦想的

光芒，也阻不断前进的脚步。一个个乡村女

孩在这里摔倒、爬起，她们脚下盘带着一颗颗

足球，从这里冲出了大山。

一群不怕吃苦的女娃
“大部分孩子话不多，只是听话

训练，从不叫累”

在三河镇小学发展校园足球，既是一次

经 过 思 考 的 决 定 ，也 是 一 种 基 于 现 实 的

选择。

2012 年 9 月 ，当 孙 晓 鸣 调 来 三 河 镇 小

学 任 校 长 时 ，心 里 其 实 有 不 小 的 落 差 。 和

之前所在的学校比，三河镇小学位置偏、交

通差、规模小，硬件条件也相对落后。更令

他 担 心 的 是 ：“六 成 学 生 是 留 守 儿 童 ，这 些

孩子谁来管？”

在那时的乡村，“辍学—打工—结婚生育—

打工”的循环是不少女孩的人生轨迹。如何

打破这种循环，让更多孩子能够更主动地掌

握个人命运，是摆在基层教育工作者面前的

难题。

孙晓鸣是一个愿意探索的人，不过现实

留给他的探索余地并不多。“学科教育，乡村

显然比不过城市；音体美教育中，体育的硬件

门槛较低；各类体育项目中，三大球受众广，

也许是一个方向……”经过缜密思索、科学

研判，校园女足最终被纳入三河镇小学特

色教育的类目。

2013 年 3 月，三河镇小学的第一

支女子足球队成立，仅四、五年级的

20 名队员中就有 18 人是留守儿童。

“县教育局特批了一笔经费，我们给

孩子们购置了一批胶球，20 块钱一

个。”孙晓鸣说，“孩子们周末、假期

有了去处，不少家长外出务工也踏

实了许多。”

就这样，三河镇小学的水泥地操

场上，多了一群穿着胶鞋、踢着胶球的

运动身影。“大部分孩子话不多，只是听

话训练，从不叫累。”孙晓鸣说。

当大家以为挥洒的汗水能换来回报时，

2014 年石柱县中小学足球联赛倒数第一名

的成绩，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孙晓鸣还

记得，孩子们回县里时坐在车上，垂头丧气

地随着车身颠来晃去。“虽然设立球队的初

衷也不是只想拿成绩、争名次，但努力似乎

没有结果。”

回到学校后，队员们的话更少了，但主动

练球的时间更长了。2015 年，三河镇小学女

足先后赢得石柱县第一名、渝东南地区第二

名，并在重庆市总决赛中以 5∶2 的成绩赢得

了冠军。“重庆市 2015 年校园足球联赛市级

总决赛小学女子组冠军”的奖杯现在被放置

在三河镇小学足球展览馆进门最醒目的位

置。只不过，今天的展览馆内，已经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奖杯、奖状。

2015 年的这场比赛拉开了三河镇小学

女足乘风破浪的序幕。到 2018 年 8 月孙晓

鸣离开学校，球队 29 次捧得市级以上比赛

的 奖 杯 ，再 到 今 天 ，这 个 数 字 上 升 到 了

49 次。

一支更加专业的球队
“对专业性的追求，为孩子们

创造了更多机会”

七月流火，重庆却未见转凉。

一早，三河镇小学的风雨足球场上，一场

训练正在进行，参加人员是将在今年 9 月开

学后上四、五、六年级的队员。个子高高的秦

芙蓉站在一群学生当中，很是显眼。

2004 年出生的秦芙蓉，是三河镇小学女

足的第一批球员。当年，凭借足球特长，秦

芙 蓉 得 以 到 重 庆 市 重 点 初 高 中 读 书 ，并 于

2023 年以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身份考入东华

大学。

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寒暑假回到母校

参与学妹们的集训，已经成了包括秦芙蓉在

内 不 少 毕 业 生 的 惯 例 。 在 她 看 来 ，10 多 年

来，母校的女足球队正变得越来越“专业”。

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教练和训练形式的变

化上。

2013 年球队刚成立时，学校里的 4 名体

育老师中只有 1 名是体育科班出身，且并非

足球专业。由于招募不到专业人才，学校

只能聘请专业教练周末组织训练。“现在

球队有专业的足球教练，训练更系统，

六年级的孩子比我当时踢得好很多。”

这是秦芙蓉给出的评价。

作 为 秦 芙 蓉 口 中 的 专 业 教 练 之

一，陈功是在 2019 年 9 月加入三河镇

小学的。在他看来，过去几年间，依托

系统的基本训练和扎实的以赛代练，一

些孩子的足球“技能”正转化为足球“技

巧”，“能够真正以专业运动员的角度去参

与这项运动。”陈功说。

专业性还体现在球员选拔和背后家庭的

支持上。

在孙晓鸣的手机里，保存了多年前孩子

们练球的老照片：低矮的土墙边、逼仄的房间

里、湿滑的露台上，女孩们在练习带球、传球、

颠球。泥地、田埂，昏暗的灯光、五彩的晚霞，

丰 富 的 元 素 构 成 了 练 球 的 环 境 ，让 人 感 动

不已。

“如果说当初一些女孩只是为了爱好或

者发展一门特长参与球队，那么随着球队成

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孩子和家长们看到了

另外一条升学路径。”三河镇小学现任校长马

建伟介绍，最近几年，有一些来自周边区县甚

至主城区的家庭会把低年级孩子送到学校，

从小参与系统训练。“这些孩子的目标专一且

坚定，潜力很大。”

此外，让秦芙蓉等毕业生羡慕不已的，还

有经过改造、扩建的专业硬件设施。先是 8人

制足球场，随后是 5 人制风雨足球场，再到借

用隔壁中学的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硬件条件

不断升级，也不断提升着训练的专业性。

“作为一所乡村小学，我们始终面临不少

困难。但一直以来对专业性的追求，为孩子

们创造了更多机会。”马建伟说。

一场值得期待的奔赴
“通过足球，孩子们找到了努力

的方向，一路向前”

对于一名小学生球员来说，马建伟口中

的机会，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拥有更多升学机

会。事实上，足球给她们带来的改变，远不止

如此。

2023 年 10 月 29 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第二届追风联赛全国总

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三河镇小学女足以全

胜战绩夺得冠军，并获评最佳射手、最佳守门

员和最佳教练。

从县赛走到市赛，再到全国比赛，一场场

比赛固然让人记忆深刻，但对于大山里的孩

子来说，走出大山、看到广阔世界的经历，更

令人难忘。

开学即将升入重庆重点中学南坪中学的

向煜霞是当时球队的队长。“到厦门之前，我

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贝壳。”她回忆，当队友

们冲向大海玩水的时候，自己走在岸边，捡拾

了许多贝壳。

对于向煜霞的队友、追风联赛最佳射手

王若蓝来说，足球给自己留下了美好回忆。

作为获评最佳射手的奖励，今年 7 月，她受邀

前往德国观看了欧洲杯决赛。“你知道一个球

场能坐下多少人吗”“你知道颁奖典礼时球迷

有多兴奋吗”……一连串激动的反问句，仿佛

她 还 坐 在 球 场 当 中 ，感 受 着 几 万 人 的 欢 呼

雀跃。

还有今年 8 岁的秦羽璇，刚刚从县里的

小学转到三河镇小学。远离父母，一个多月

的独立生活，她学会了自己洗袜子刷鞋，学会

了和队友一起分享雪糕；

还有，还有……

当一个个女孩抬起晒得黝黑的面庞，腼

腆地笑着讲起自己与足球的故事时，内心充

满了满足与自信。“通过足球，孩子们找到了

努力的方向，一路向前。”孙晓鸣说。

2017 年 ，三 河 镇 小 学 女 子 足 球 队 获 评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颁奖词中是这

样写的：纵然没有父母的陪伴，你们心中依然

有爱、有快乐、有梦想。你们坚信，只要心中

有阳光，脚下就有力量。

阳光指引着方向，力量催动着步伐。从

一任任校长，到一位位教练，再到一个个女

孩 ，连 绵 群 山 ，叠 嶂 重 峦 ，拦 不 住 努 力 的 人

们。心怀足球梦的大山女孩，正冲向远方。

图①：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队员此前

在简陋的院坝内练球。

图②：球队队员正在比赛。

以上图片均为三河镇小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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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带球、传球、射门，在操场
上努力奔跑；摔倒、爬起、直追，
一路从县赛、市赛走到全国比
赛……12年前，重庆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三河镇小学成立一支
校园女子足球队，将足球运动
的魅力播撒到偏远山乡；12年
来，200余名留守女童凭借足
球爱好、特长，找到了更多人生
可能性。

日前，三河镇小学女子
足球队入选 2024 年全国“新
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名单。记者走进大山，探寻三
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的追梦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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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修客车电气系统，到修复电路主板，国铁

昆明局昆明车辆段检修车间车辆电工王超，20多

年坚持一线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磨砺技能技

艺。在中老铁路客车检修过程中，他帮助老挝铁

路部门攻克20多种动车运行中的技术难点，参与

编写 7份中老铁路动车组电气检修作业指导书。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车辆段检修车间车

辆电工王超的工作室里，总有一股焊接留下的浓浓金属味。

列车检修，哪儿有技术难题，王超就在哪儿，他说：“越

是碰到难解决的问题，越有干劲！”

2012 年底，入职 10 年、从学徒干到车间技术能手的王

超觉得检修整车电气设备没有挑战，主动要求调入技术攻

关组。本想着信手拈来，没想到到了新的领域，自己啥也不

会了——好多专业名词都不懂！

毕竟，从检修客车电气系统到修复电路主板甚至芯片，

跨度极大。要么回到舒适区，要么直面挑战，王超毫不犹豫

选择了后者：“列车进入高铁动车时代，未来会有更多电路

板和芯片的维修需要，我必须要做到！”

憋着一口气，王超买来相关书籍，从零开始学。当时整个

技术攻坚组的技术水平都不太成熟，某个电路板坏了，单位要

花几千元外送维修，或者花更多钱换新的。“几万元的电路板，

坏的可能只是十几块钱的二极管，自己维修不仅能极大节省

成本，关键是能够掌控维修时间。”王超说。

“最难的是修芯片。”王超介绍，一张邮票大小的范围内

精准焊接了 216 个焊脚，焊脚间距如发丝，稍有不慎就会前

功尽弃。为提升手底功夫，王超从最基础的锡焊原理学起，

搜集废旧板件、查阅资料、购买材料，练习焊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以前修理客车用扳手、锤子

相比，修芯片相当于用“针”。为了找到合适的焊刀，王超反复

尝试把焊头磨尖、磨平。“在反复练习中，我找到了不同焊头、

材料、温度焊接的理想方案。”长时间试错、许多次失败，王超

终于掌握了从 8 脚到 200 多脚芯片的焊接技术，使原本需要

花费上万元外包完成的维修工作，变成了自主维修项目。

要掌握技术，还要高效解决技术问题。2016 年云南高

铁开通前夕，一种型号的客车车下电源箱统型逆变器正面

临升级换代。由于试验台无法搬到现场，需要将配件拆卸

后用叉车运到试验台，工序繁杂。单位联系厂家，对方提出

重新购买一台价格近百万元的试验小车。王超一咬牙，主

动请缨：“原理我懂，我和团队来研发试验工装。”半个月后，

王超和团队自主研发的、能够进行现场单车试验的试验装

置上线，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期完成了检修任务。

“动车一日千里，咱们责任如天。”王超说，解决问题不

如预防问题。有段时间，动车车厢某个小配件频繁烧损，王

超对通过电流等参数进行计算，确认是出厂原型电阻功率

不足，于是提出改进措施。厂家改进后，电阻更换数量由原

来的每月更换 32 个，逐步降低至每年更换五六个。

从修理整车到修理芯片，从最初将需要修复的电气设

备运到车厢试验，到在自主创新搭建的试验台上完成检验，

王超和团队不断总结技术经验，指导检修实践。

帮助老挝铁路部门解决行车安全监测主机卡板等 20多

种动车运行中的技术问题，参与编写 7份中老铁路动车组电

气检修作业指导书……在王超的参与下，昆明车辆段成功搭

建出集动客车学习培训、故障诊断、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于一

体的精品科技创新平台，并将中国技术推向了国际舞台。

“把不会的学会，才有挑战、长本领。”工作室的角落，还

有几个电路板，王超时不时会拿出来研究一番。一时修不

好的配件，王超会收起来，过上十天半个月忙完急活，再找

出来尝试维修。王超说：“我没啥爱好，就喜欢修火车。这

活有意义，咱干着有意思！”

下图：王超（右一）在查看车下电源状态。 陈图南摄

国铁昆明局昆明车辆段车辆电工
王超创新列车电路检修工法—

精修设备
降本增效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本报成都 8月 26日电 （记者王永战）走进四川翔丰华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二期厂房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设

备安装调试、雨污管网铺设等施工作业。“多亏了蓬溪县纪委

监委的帮助，我们才能及时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翔丰华公司

总经理腾克军说。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蓬溪县纪委监委在县行政

审批政务服务大厅设立监督专窗，由纪检干部常态化驻点，帮

助解决企业、群众办事中的难题。

近年来，蓬溪县纪委监委把建设更好营商环境作为专责

监督的着力点，探索建立“驻点式+清单式+嵌入式”的“贴近

监督”机制，通过设立监督专窗、细化监督清单和“嵌入式”跟

进整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通过“贴近监督”机

制，已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9 个，健全完善执法检查

审批等制度 23 项。

四川蓬溪加强营商环境建设

规范制度体系 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上海 8月 26日电 （记

者田泓）近日，2024 全国服务消

费季暨上海服务消费“+”年华

启动仪式在上海启动。

据了解，2024 年“服务消费

季 ”活 动 是 商 务 部 首 次 牵 头 组

织开展以服务消费为主题的全

国 性 促 消 费 活 动 。 活 动 按 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提质扩

容、惠民利企”原则，合力打造

“1+12+N”活动矩阵，培育消费

热点，增强消费活力。“1”即 1 场

启 动 仪 式 ，“12”即 由 相 关 部 门

主办的 12 项全国性重点活动，

“N”指 各 地 方 、全 国 性 行 业 协

会以及银行支付结算机构和电

商平台主办的 110 余项促消费

活动。

2024 全国服务消费季在沪启动

8 月 25 日，山东东营东津黄河大桥顺利合龙。

东津黄河大桥全长 1607 米，跨黄河主桥跨径达 420 米，是德州路西延建设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建成投用

后，将进一步缓解跨黄河交通压力。 周广学摄（影像中国）

■■守望守望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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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8月 26日电 （记

者冯学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 周年”紫荆文化论坛

暨“紫荆·院士开讲”启动仪式

26 日在香港举行。

本届活动分为紫荆文化论

坛和“紫荆·院士开讲”两个环

节。论坛共有 8 位主旨演讲嘉

宾，“紫荆·院士开讲”环节由 3
位著名科学家担任开讲嘉宾。

本次紫荆文化论坛邀请国

内外嘉宾，共话“一国两制”在

港 澳 的 成 功 实 践 ，分 享 科 学 家

的创业故事。

论坛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

紫荆杂志社承办。外交部驻港

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紫荆文化集

团董事长许正中、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致辞。

紫荆文化论坛暨“紫荆·院士开讲”启动仪式在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