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球场落成 主场比赛开启

走数小时山路只为打一场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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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篓少年追逐篮球梦的背
后，离不开当地支教老师全心
全意的支持。

据介绍，支教老师多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其中专
业的篮球老师寥寥无几。但因
为孩子们喜欢，老师们便上网
自学篮球规则、运球技术等，战
术策略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
本。他们从篮球小白，一点点
成长为篮球老师。

“篮球教会了孩子们很多
课堂之外的精神和品质，比如
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兼任数
学和体育的支教老师梁威坦
言，鼓励孩子们打篮球的初衷，
并不是“只要第一”，更重要的
是为了让他们丰富自己、提升
自己，开阔自己的眼界。

孩子们的作文里，从前无
外乎是放羊吃草，如今写满了篮
球。13岁的说日依夫在作文中

写道：“我要成为篮球界的世界
冠军。”他从三年级开始练习篮
球，现在是嘎勒小学篮球队队
长。“篮球让我交到朋友，看到外
面的世界。”说日依夫为了提升
球技，常常练习到最后一个离开
学校。他曾在一次校际联赛上
投进了4个三分球，这也是他目
前为止最喜欢的一场比赛。

“孩子在篮球场上建立的
自信是我们平时夸奖他们再多

也换取不来的，那是发自内心
的自信。”余乾举例说，五年级
女生说日依伍是班上的学霸，
平时很文静，但一打起球来就
很拼。“我很喜欢她在篮球场上
奔跑的样子，超自信。她很注重
团队合作，常传球助攻，把高光
时刻让给自己的好队友。”余乾
表示，说日依伍是嘎勒小学篮球
队的“篮板王”，她曾拿到了学校
的MVP奖。在家里贴满一等
奖奖状的墙上，MVP奖牌被她
妈妈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也
是说日依伍最大的骄傲。

“对于山区孩子们来说，篮
球更代表着一种教育理念，能
帮助他们改善精神面貌，也能
为他们去往更广阔的世界提供
一条路径。”凉善公益创始人杜

一鸣表示，篮球是一个火种，需
要更多人一起去传递，凉山的
公益事业也欢迎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进来。

“极光蓝”球场仿佛是一个
起点，鼓舞着大山里的孩子们
更坚定地向梦想出发。学生吉
克曲作在信中说：“我们非常喜
欢这个球场，我们会好好学习，
走出大山，为学校和社会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得物“极光篮行动”将长期持续
下去，后续还计划联动优秀的运
动达人、体育明星及相关专业人
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帮助更
多热爱篮球运动的孩子实现愿
望、追逐梦想，在自己的主场闪
闪发光。（图片由得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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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勒、尔马千等小学里，有一群热爱篮球运动的孩子。因大山里

的娱乐生活本身就较为稀缺，他们对篮球的喜爱有着与生俱来

的热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孩子们想打篮球着实不易，只因

学校根本没有满足支持篮球比赛的场地。支教老师们只能自发

组织校际联赛，陪着孩子背上装着篮球的背篓，翻越四五座高

山，最长步行往返约10小时山路，去兄弟学校“客场”比赛，互相

磨练球技。他们被称为“背篓篮球队”。

或许是孩子们的这份真诚感染了更多人，不久前，他们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大礼——“极光蓝”球场。至此，“背篓篮球队”的

小队员们终于能放下背篓，尽情挥洒青春与热血。

在大凉山，几乎所有支教
老师都听说过“背篓篮球队”。
这支略显特殊的球队由嘎勒小
学、尔马千小学等当地六七所
村小的支教老师和小球员自发
成立。背篓、篮球、少年的奇妙
缘分始于学校建立之初，迄今
已有10年历史。

这里的孩子一直就对篮球
充满兴趣。学校刚建立时，都
是泥巴地，没有篮球架，支教老
师们就在相对的两棵树上各挂
一个去掉底部的背篓作篮框，
让孩子们练习球技。

嘎勒小学曾经的球场不仅
坑坑洼洼，甚至还有地面开裂

的现象。当地无论大人还是小
孩，最怕的就是下雨天——雨
后积水，路面非常滑，大家经常
摔倒。为了带孩子们在专业球
场上打球，在交流中磨练球技，
嘎勒小学校长、支教语文老师
贺珍珍经常陪孩子去邻校打球
交流。

说是邻校，但实际上距离
并不近。他们一般凌晨5点出
发，把篮球、干粮放进背篓，最
远步行四五个小时抵达“客场”
比赛，完赛后趁着天亮再花四
五个小时返回。有的孩子即使
因为长时间走路脚磨出了水
泡，球场上依然热情、力气不

减。路途中，他们还用背篓当
篮框练习、玩耍。

“能打篮球比什么都开
心。”“背篓篮球队”成员、彝族
女生吉布吾尔7岁开始接触篮
球，如今已坚持打球 6年了。
没有球场，她就用编背篓的竹
条自编篮框，挂在家中玉米栏
上每天练习。“我每天早上一起
床就练习投篮，还和弟弟、妹妹
一起练攻防。我本来不勇敢，
打了篮球后，我开始变得勇敢，
敢于主动跟别人问好。”吉布吾
尔说，长大后她想成为一名篮
球教练，帮更多的小朋友实现
篮球梦想。

畅快打球的梦想终于成真
了！彝族新年后，孩子们收到
了特殊的新年礼物——“极光
蓝”球场，还有专门为他们设计
的球衣和篮球装备。支教老师
余乾介绍，孩子们还为自己的球
队起了个队名，叫赤虎少年，灵
感来源于彝族人的图腾老虎。

在新球场，昔日的背篓少
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主场比
赛，嘎勒小学、尔马千小学联合
组成的赤虎少年队对战凉山黑
鹰少年队。进攻防守、精妙传
球、突破上篮……每一个奋力
拼搏的小小身影闪闪发光。贺
珍珍说：“篮球场是大山孩子的
第二课堂，打篮球能让他们产生
发自内心的自信，学会团结协作
及面对困难主动寻找解决方
法。无论输赢，都会有收获。”

据了解，此次的新球场、球
服及篮球等均由得物APP设
计捐赠，充分结合了山区气候
地形、当地彝族文化、孩子们的
运动习惯和创意，在好看的基
础上兼具实用功能。基于从孩
子们上百幅美术作品中汲取的
灵感，得物设计团队给赤虎少
年队设计了队徽和球服——球
服采用了代表彝族民族特色的
红色，队徽上生气勃勃的少年
虎、球服上老虎民族纹样，融入
了孩子们的创意和彝族传统元
素；球服的设计也考虑了学生
日常穿着体验，舒适耐用，可以

适用于包括篮球运动在内的一
系列运动及体能活动。

“我们本身都是篮球爱好
者，被孩子们对篮球的热忱所打
动。所以这次的设计里也包含
了我们对他们的祝福。”负责这
次设计工作的得物设计师表示，
彝族子孙是虎的后代，老虎是彝
族人的图腾，象征着勇敢、吉祥
与幸福，希望同学们在球场上更
加勇敢自信，虎虎生威。

据了解，得物发起的“极光
篮行动”旨在帮助全国热爱篮
球运动的孩子实现篮球梦。在
近日由得物APP、凉善公益促
进会、凉山嘎勒小学和尔马千小
学联合举办的球场落成仪式上，
得物APP创始人杨冰表示：“篮
球运动代表了一种遇到困难不
服输的精神、一种对生活的热
爱。希望同学们在新球场上继
续保持自己的热爱，在运动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磨炼意志；在
人生的球场上继续加油，勇往直
前，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嘎勒小学的学生们对这次
馈赠表示由衷的感谢。该校六
年级学生吉克曲作在给得物的
一封信中写道：“我期盼我们学
校的操场变成一个篮球场，这样
就有人来我们这里和我们的球
队比赛了。如今，得物给我们修
了新的球场，蓝天照在我们的球
场上时，形成了美丽的画，这是
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了！”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以前，四川大凉山里龙门乡嘎勒、尔马千等小学的背篓少年们，得徒步四五个小时才能去邻校

打一场篮球。

以前没有球场，孩子们就用编背篓的竹条自编篮框练习。

“极光蓝”球场建好后，孩子们能卸下背篓更方便愉快地打球了，他们的作文里也都是篮球的

影子。

篮球火种需要更多人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