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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4 岁了，从年轻时
便喜爱并自学了英语。从张家口
煤矿机械厂退休后，发现身边很
多中老年人喜欢英语，却苦于没
有学习环境。于是，我便为自己
找了份新“工作”——义务教英
语。2012 年底，我成立了免费
英语班，一开始，只有一个班、
五六名学员。

2015 年夏天，北京携手张
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一时间，
全市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情空前高
涨。我参加了“张家口申冬奥英
语大赛”并晋级决赛，获评“英
语风采之星”。

而我的免费英语班也有了新
目标——服务冬奥，展现张家口
市民英语风采！学员越来越多，
从一个班逐渐扩大到 10 个班，
吸引了 20 多位英语教师义务教
学，学员达100多人，年龄最大
的有80多岁。

一位高姓学员是交通引导志
愿者，有一天遇到一个留学生问
路 。 她 学 过 的 英 语 “ 脱 口 而
出”，帮助那人解决了问题。那
位留学生惊叹这位 50 多岁的中
国大妈的英语风采。

2017年开始，我们尝试线上
教学。我把准备好的讲课教案
拍成视频，下载好英语名著原文
发到群里，针对疑难问题线上答
疑，学员的进步特别大，可以和外
国人进行简单英语交流。目前，
我们团队通过线上线下为5万余
人次免费教授冬奥英语知识，
大家都尊称我“银发英语达人”。

2020年底，我因病切除了部
分声带，无法坚持授课。疫情期
间，虽然所有的线下课堂都停止
了，但学员的英语学习不能终止，
10个线上课堂的教学不能停止。
我把自己承担的几个英语线上课
堂教学委托给了团队其他教师，
自己则转入资料搜集、课程安
排、线上辅导、组织协调等工作。
每天，参加英语线上会议、线上课
堂辅导、微信一对一解答……

助力冬奥，可以做许多事
情。我要帮助越来越多的人，特
别是中老年人学习英语，让他们
的生活充实起来，跟上冬奥城市的
发展步伐，向世界展示中国老年人
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张腾扬整理

11 月上旬，华北地区下了一场大
雪。冬奥临近，作为学校管理者，我积
极响应号召，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平
时，通过班会、校会、国旗下讲话等形
式，宣传冬奥知识；在美术课上，组织
学生们以“冬奥”“冰雪”主题画画、画
板报。8日上午，我利用大课间，在学校
里组织五六年级师生来一场雪地拔河。
孩子们积极热情高，一边用力拽绳，一边
使劲喊加油。雪地滑，输的一方，“噗嗤”
一下躺地上，身上黏了雪，可依然满面笑
容；赢的一方，孩子们更是兴奋地抓起雪
抛向天空，笑声响彻校园。

纯真的笑声，也让我想起了童年。
小时候，最喜欢冬天。放学后，和

小伙伴们在村口河道的冰面上追逐嬉
戏、肆意打滑，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开始当体育老
师，还是之后走向管理岗位，我从未间
断体育锻炼，特别是滑冰。近年来，我
的家乡每年都举办各级冰雪运动，我都
踊跃参加，还获得过2019年承德市首届
冰雪运动速度滑冰项目社会组第八名。

山里的小学，物质条件不如城里。
而冰雪运动又是专业性和技术性非常强
的体育运动，教师要经过专业训练。但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我都迎难而上。我
全力支持本校教师参加相关培训，为培
养学生冰雪运动技能作好准备。上级部
门也大力支持，统一为学校配备20多套

轮滑设备。
为此，我在校内成立轮滑社团活动

小组。每周三社团活动，学校里老师会
组织学生，在操场上训练轮滑技能。只
要有时间，我就亲自下场教孩子们动作
技巧，纠正他们的动作。孩子们都特别认
真，还特别喜欢听我讲自身经历，比如“滑
冰的体验如何”“轮转冰需要哪些调整”
等。冰雪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这些年的冬天，我都坚持让孩子们
体育锻炼不懈怠。我相信，让孩子们从
小感受冰雪运动乐趣，既锻炼身心，也
培养团队精神，让他们以更好的精气神
投入学业。

本报记者 张腾扬整理

今年暑假，学校公布了北京冬奥会
志愿者的最终入选名单，我非常幸运成
为一名冬奥志愿者。全家人都很期待我
穿上志愿者服装的样子，一想到我即将
要为这场体育盛会贡献一份力量，他们
的开心和自豪就掩饰不住。

当然，最开心、最兴奋的还是我。
2008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还只能在
电视前给运动员鼓劲喝彩，而现在，我
和我的志愿者朋友们成了保障赛事顺利
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想想就觉得
骄傲，是不是？

前不久的“相约北京”冬奥系列测试
赛中，我在“双奥”场馆首都体育馆服

务。作为交通领域志愿者，需要引导运动
员、技术官员等不同类别人员抵离场馆。

正式上岗前，我们首先要完成一系
列线上线下培训，在线培训涵盖了奥运
基础知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应知
应会知识、志愿服务技能等几方面，还
要完成配套题库的练习并通过考试测
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志愿者来说，大
家都缺乏冰雪运动的支援服务经验，这
些培训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很强，能够提
升我们的志愿服务水平，使大家具备能
够妥善处理赛场内外突发情况的能力。

交通领域志愿者的工作时间跨度
大、服务场地常常在室外，同时，我还

要统筹志愿者的协调与防疫工作。测试
赛那段时间正赶上北京降温，耳边寒风
呼啸，吹得人直打哆嗦。我们套了好几
层衣服，没有人车到达的时候就来回小
跑，给自己取暖。尽管天气寒冷、日日
早出晚归，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喊累，
大家都以最好的状态完成了测试赛的志
愿服务工作。

虽然戴着口罩，参赛远动员看不清
我们的笑容。但我始终相信，志愿者专
业温暖的服务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向
所有来参加赛事的朋友展示出中国志愿
者的热情与友好。

本报记者 孙亚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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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首都体育学院对战北京
极狐队的冰球比赛在海淀五棵松体育中
心落幕，标志着冬奥测试赛我们场馆承
担的5场比赛全部圆满结束。

作为场馆运行团队的一员，我感到
连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心里涌上的是
满满的幸福和职业荣誉感，我们所有的
努力汗水和辛苦付出都值了！

五棵松体育中心是北京2022年冬奥
会冰球比赛场馆，它从北京2008年奥运
会篮球场馆华丽转身而来，是北京奥运
遗产可持续利用的范例，是经典的“双
奥”场馆，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
子冰球和部分男子冰球的比赛。

尽管硬件设施一流，但我们运行团

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抓住冬奥会之前
最后一次实战练兵的宝贵机会，坚持赛
事运行和疫情防控并重，严格对标赛时
要求，做好全领域、全要素、全流程的
压力测试，边测试边梳理，努力发现问
题，边测试边整改，边整改边完善。

在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实施场馆分
区闭环管理和人员分级分类管理。在赛
前制定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防疫
体系的基础上，将人防和技防充分结
合，赋能更多科技元素，利用智能测温
设备监测人员体温变化，及时发现和处
理异常情况；利用消毒机器人、安全巡
检设备、数字哨点设备等，实现防疫消
毒的远程化、自动化、实时化，减少了

人力物力投入，也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
直接接触，大大提高了防疫工作效率。

餐饮环节也很关键。我们在每个餐
位之间均安装了防飞沫隔板，同时从空
间、流线上完全做到隔离，闭环内的工作
人员和闭环外的工作人员完全不交叉，餐
食服务人员也不交叉，餐饮的送餐流线也
不交叉，确保能符合防疫的要求。

国际冰联副主席艾瓦斯·奥摩卡诺夫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考察时，对此次测试
活动的硬件设施和赛事运行均给予了肯
定。我们对答好冬奥防疫安全和办赛精
彩这两张“考卷”充满了信心！我们已
经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 石 威 北京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场馆服务副主任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 石 威 北京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场馆服务副主任

我骄傲，我是冬奥志愿者
● 赵 昕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冬奥志愿者

我骄傲，我是冬奥志愿者
● 赵 昕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冬奥志愿者

让孩子体验冰雪乐趣
● 蔡振华 河北平泉 王土房乡中心小学校长

冬奥让我深爱滑雪
● 子 轩 北京 公司职员

我是一名滑雪爱好者，可第一次接触
滑雪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体验。

大约10年前，我参加了到黑龙江哈
尔滨的旅行团，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滑雪
体验。在亚布力附近一个不正规的小雪
场里，乌泱泱的人群中没人戴头盔，雪
道上的滑雪教练价格也相当昂贵。那时
还在读书的我囊中羞涩，硬着头皮、想
象着电视里滑雪运动员的姿势，从雪道上
滑了下来。我哪里懂得如何正确滑行、安
全摔倒，只能尖叫着和其他游客撞了个满
怀，差点儿受伤。

从那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接触
过滑雪。周围的朋友时有邀请，可我的
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第一次滑雪的窘态。

直到去年，一位在北京冬奥组委工
作的滑雪发烧友听了我的经历后说，随
着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滑雪场早已今
非昔比。为打消我的顾虑，他带着我
直奔河北崇礼，给我普及冬奥会和滑雪
知识。

来到崇礼，大开眼界——滑雪小镇
景色优美，滑雪场专业大气。到了雪场，
我穿上了全套滑雪装备，学习了基本的理

论，步履蹒跚地走上了初级道。在朋友和
教练的讲解指导下，我才知道如何用犁式
滑行而非速降式滑行。后来我慢慢知道，
双板滑雪的进阶空间很大，犁式后面还有
平行式，有大弯和小弯，后面还有卡宾、
有自由式……

今年是我的第二个雪季今年是我的第二个雪季。。我学会了新我学会了新
的姿势的姿势，，有了属于自己的装备有了属于自己的装备，，也结识了也结识了
更多的同好更多的同好。。每到周末每到周末，，大家相约滑雪大家相约滑雪，，
感受从山顶俯身而下的快乐感受从山顶俯身而下的快乐。。感谢北京冬感谢北京冬
奥奥会会，，让我深爱滑雪让我深爱滑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整理整理

冬奥近了，雪场更热闹
● 张 凯 北京延庆 万科石京龙滑雪场教练

11月28日，北京延庆万科石京龙
滑雪场开板。这是今年冬天延庆首个
开板的滑雪场。当天，2000多名滑雪
爱好者走进滑雪场，拥抱冰雪世界，
体验运动快乐。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脚步的临
近，冰雪运动也在逐渐“升温”，越来
越多的市民走进雪场，在白雪皑皑的
赛道上感受激情，在小小滑雪板上实
现“飞驰”大梦想。而我也借着冬奥
的东风，实现了“吃冰雪饭”的梦
想，从一个打零工的农民变身为国际
滑雪教练员。

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
一，延庆自2018年5月启动了“服务
冬奥世园10万人次大培训”工作，其
中围绕冰雪运动技能培训，开展了滑

雪教练员、滑雪志愿者、雪具维修与
保养等取证培训；围绕冰雪专业技
能培训，开展了压雪、造雪、索道 3
个方向、11 个岗位的培训。通过提
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着力培养一批本
地冰雪技能人才，让大家在家门口吃
起“冰雪饭”，为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
奥会做足准备，助力延庆建设最美冬
奥城。

当时，滑雪教练员招聘一出，许
多年轻人纷纷响应，还在昌平打工的
我立马放下打工的行囊，直接回家乡
报了名。经过前期严格的培训和一轮
轮的筛选，自己拿到了教练上岗资格
证。而和我们一起通过培训在石京龙
做教练的就有6位。

我之前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什

么一技之长，就靠打零工赚点生活
费。自从参加了滑雪培训自从参加了滑雪培训，，不仅雪上不仅雪上
本领日渐提高本领日渐提高，，还有了正式的工作还有了正式的工作，，
一个雪季收入一两万一个雪季收入一两万，，钱包鼓了钱包鼓了，，这这
是这项运动带给最直观的是这项运动带给最直观的益处益处，，从来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因为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因为‘‘滑雪滑雪’’
这个梦想而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这个梦想而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感谢感谢
培训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培训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圆了我的圆了我的‘‘滑雪梦滑雪梦’！”’！”

眼下眼下，，延庆区近延庆区近 200200 名滑雪教练名滑雪教练
员及员及7272名滑雪技能体育志愿者队伍已名滑雪技能体育志愿者队伍已
组建完毕组建完毕，，并通过了专业培训并通过了专业培训。。正值正值
雪季雪季，，他们正在各大滑雪比赛他们正在各大滑雪比赛、、各大各大
雪场中施展身手雪场中施展身手。。冰雪冰雪，，正在为这些正在为这些
京北小城的年轻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京北小城的年轻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
人生机遇人生机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整理整理

““冰雪大篷车冰雪大篷车””
开到家门口开到家门口

▶ 石威近照
受访者供图

◀◀ 侯宝存侯宝存 （（站立站立
者者））在讲课在讲课。。

邵俊琴邵俊琴摄摄

◀◀ 子轩在享受滑子轩在享受滑
雪的乐趣雪的乐趣。。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 赵昕在工作赵昕在工作
中中。。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 蔡振华在辅导学生们如何正蔡振华在辅导学生们如何正
确滑冰确滑冰。。 本报记者 张腾扬摄

迎冬奥 我们在行动迎冬奥迎冬奥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河北省唐山市迁河北省唐山市迁
西县近日开展欢乐冬西县近日开展欢乐冬
奥奥““冰雪大篷车冰雪大篷车””进进
乡村活动乡村活动，，把冰雪运把冰雪运
动送到老百姓家门动送到老百姓家门
口口，，感受冰雪运动的感受冰雪运动的
无穷魅力无穷魅力。。

图为村民在罗家图为村民在罗家
屯镇一村健身广场体屯镇一村健身广场体
验桌上冰壶运动验桌上冰壶运动。。

李少华李少华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张凯在示范滑雪
动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