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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
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脚下
的麻田中心学校响起了清脆
的哨笛声，一群十岁左右身
着连体背心式训练服的孩子
正绕着操场做热身运动。此
时，他们的教练朱志辉正站
在不远处认真观察，时而眉

头紧锁，时而笑容舒展。
朱志辉个头不高、身材

精瘦、皮肤黝黑，曾是专业
的摔跤运动员。他还有另
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身份
——麻田中心学校校长。
十余年的教育经历中，朱志
辉一直有一个“摔跤强校”
梦，为此，他在学校培养了
上百名摔跤运动员，其中56
人被省、市级体校选中，1人
闯进国家队。朱志辉所带
领的校摔跤队在江西省、萍
乡市乃至全国的各类摔跤
比赛中屡获殊荣。麻田中
心学校也因摔跤特色运动
挂起了三个“国字号”招牌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

今年“双十一”，朱志辉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为致敬朱志辉杰出的体育
教学精神，蔡崇信公益基金

会将他评选为第一届“以体
树人”杰出校长，并赠予其
50万元人民币和NBA布鲁
克林篮网队签名的球衣球
帽。那一天，孩子们围着朱
志辉兴奋地拆开这个远渡
重洋的邮包，七嘴八舌地讨
论着，争先恐后地试戴着，
朱志辉看在眼里，笑在嘴
上，满眼都是宠爱……

“课堂上，是师生；课堂
下，是朋友，此可谓育人者
之精神。”这是朱志辉最推
崇的教学理念。因为他的
亦师亦友，小摔跤运动员们
在训练时对朱志辉言听计
从，生活中又最喜欢找朱志
辉校长吐露心声。

做教育不易，在乡村做
特色教育更不易。朱志辉
坦言，刚在麻田中心学校开
展摔跤特色运动时，各方面
条件都不完备，特别是乡亲
们对摔跤这门运动的不理
解和不支持，更让朱志辉一

次次地想放弃。
“其实，家长的担忧不

难理解。”朱志辉说，早期户
外摔跤训练前，队员们都得
花大量时间清理草地上的
石子等尖锐物品。即便如
此，训练结束后，大家的身
上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划
出条条伤痕。“这样的状况
一直持续到2018 年，学校
终于拥有了专业的室内摔
跤馆。”他说。

“摔跤是一项有风险的
运动项目，受伤在所难免。”
朱志辉说，“家长们怕孩子吃
苦，而我会花更多时间和精
力去完善保护措施，并与家
长们沟通理念，建立互信。”

在朱志辉看来，知识改
变命运，但没有良好的体
魄，孩子们还是很难真正走
出去。正是靠他执着的信
念和努力的精神，不少孩子
得以通过摔跤运动翻越大
山，一览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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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辉校长让体育课成为了麻田中心学校的“金字招牌”。

▲麻田中心学校摔跤队在各类摔跤

比赛中获得的奖牌。

◀朱志辉校长与麻田中心学校摔跤队的孩子们共同分享来自蔡崇信基金会赠送的礼

物。今年9月，朱志辉入选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首届“以体树人”杰出校长评选10强。

▲麻田中心学校的摔跤馆中，两名学

生在进行摔跤对抗训练。

▼学校摔跤馆为学生们提供了安全完善的训练场地。

摔跤吧摔跤吧！！同学们同学们
一位乡村校长的“摔跤强校”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