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精彩
的赛事、激烈的奖牌争夺、运动员展现
出来的力与美、澎湃的爱国情怀……而
对教师们来说，冬奥会是课堂，有丰富
生动的教材；对学生们来说，冬奥会是
成长的足迹，是担当的力量。本报和读
者共同感受精彩，感受冬奥背后的教育
故事。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青
春、担当、成长的志愿者，每一个惊艳
世界的精彩瞬间背后，都有许多人默默
的、细致的努力。台前与幕后，赛场与
场外，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冰雪的梦在
绽放。

微笑：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

“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要求与普通志
愿者不同，需要储备更加专业的知识技
能、掌握更加严格的服务标准、面对更
加艰苦的工作环境。”北京理工大学机电
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孙昕说。

孙昕是北京冬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
场馆中体育业务领域的志愿者，赛时负
责运动员的身份识别与通行管控，是运
动员通往赛场最后一道关卡的“守门
人”，是场馆中通行权限最高、距离运动
员最近的志愿者。

孙昕是个“老志愿”了，上大学以
来志愿服务时长已达 700 小时。通过 24
门线上培训课程、6门线下培训课程以及
多次的场馆岗位培训后，他成为一名北
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

“接受并完成挑战，一定会是我一生
中最值得回味的骄傲时刻。”孙昕说。

同样在首钢大跳台赛区工作的王怡
文与冬奥结缘是在 2020年暑假社会实践
中，“北理工冬奥暑期实践团”与冬奥场
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合作创作的冬奥文化
墙绘作品——《逐梦冰雪，相约冬奥》，
王怡文是上墙绘制者之一。

成为冬奥志愿者之后，她“希望在
日常志愿活动之外能运用自身的专业知
识展现冬奥的魅力文化。”不过，王怡文
的工作是负责信息和失物招领。

“通过线上学习我对这个岗位有了进
一步的理解。对观众而言，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岗位，在观看比赛途中，遗失
物品或拾取他人物品的情况时常会出
现。能否获得及时的帮助会直接影响观
众的奥运体验。”王怡文说。很显然，这
个女孩已经获得了志愿者这份经历的馈

赠。
“都说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

片，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微笑成为北京的
名片。”北京交通大学的丁博阳是国家体
育馆的交通保障志愿者，他现在每天坚
持锻炼，力图展现最佳的体能和精神面
貌。

丁博阳的同学，笑容灿烂的张天晴
负责看台服务，离赛场很近，但是大多
数时候，她的工作需要背对赛场，面对
观众。这并没有让她觉得遗憾，在张天
晴看来，看台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比如
票务纠纷、赛时冰球飞入看台等，这样
的工作需要强大的沟通和应变能力。

“我很高兴能为这次冬奥会献出自己
绵薄的一份力，守护好中国的形象，并
让她更上一层楼，因为我是炎黄子孙，
而在这种场合中我代表着中国，只要需
要，我永不缺席。”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
院的岑冠浩是一名华裔侨胞，他的工作
岗位是媒体服务，给各国记者提供所需
要的帮助。

担当：并不总是在聚光灯下

选拔、培训、测试、校园文化建
设、组织、宣传、物资供应、生活保
障、餐饮服务、交通支持……成为奥运
志愿者，对大学生来讲，是令人兴奋的
经历，但是对他们所在的学校来讲，则
是一场考验。特别是疫情之下，要求变
得更高更细致。

场馆经理、场馆志愿者、城市志愿
者、保障人员、专业领域志愿者、开幕
式闭幕式演出人员……一下子很难说清
楚中国人民大学究竟有多少人在为冬奥
会努力，他们中，最长的隔离时间从
2022年1月中旬至4月初。

“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中国
人民大学校团委书记杨子强说。

北京交通大学的志愿者担负“相约
北京”测试赛冰球比赛的志愿服务任
务，凌晨返校也有热餐热水。

工作、隔离的同时，学生的学业不
能受影响更是重中之重，各学校为此都
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北京交通大学面
向每名志愿者，配备学业导师、就业指
导师、朋辈学习伙伴，建立了“N+1”
学业就业保障机制。

该校党委副书记许安国介绍，针对
小闭环志愿者，学校制定了课件笔记讲
解、线上指导、作业帮扶等学业“加

餐”方案，保障健康观察期间每人 100G
的网络学习流量，累计帮扶 215门课程。
校团委还为全体志愿者提前办理课程请
假、缓考手续。

北京理工大学是首钢滑雪大跳台志
愿服务的主责学校，首钢滑雪大跳台是
北京赛区唯一雪上项目场地，是距离北
京冬奥组委最近的场馆，而且没有安排
测试比赛。“可以说我们的志愿者是北京
赛区志愿者‘门面’中的‘门面’，所以
我们应该以更饱满的状态去面对。”首钢
滑雪大跳台志愿者经理、北理工学生事
务中心副主任马晓宁说。

怎么做到更饱满？用更长时间、更
努力、更扎实的培训工作来换取。线
上，该校依托北京冬奥组委信息与知识
管理平台成立学习督导小组，一对一督
促志愿者完成学习。线下，由冬奥志愿
者培训师和校内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培训
师资团队，通过讲座、模拟、研讨等方
式开展 19个小时的培训课程，内容涵盖
思想教育、心理健康、应急救护、志愿
礼仪、扶残助残等专题。

“回忆起这一年多来的准备工作，有
过因为疫情而不得不开展线上培训的艰
辛，也有过为了准备好丰富多彩的宣讲
活动而工作到深夜的难忘，更有在演练
活动中深感自己工作意义非凡的自豪。”
北理工首钢滑雪大跳台闭环驻地领队江
海霞说。

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疫
情防控，每一个死角都不能放过。即使
如此，老师们也没有忘记过年这件大
事。北理工为每一位志愿者和家人写了
一封信，慰问春节。中国人民大学则努
力营造“温馨办冬奥，欢喜过大年”的
氛围……

成长：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经过这次考验，大学生会获得更为
广阔的思维和文化审视的经验，会在文
化比较中更为清晰地认知我们自身，认
知中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副主
任、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树旺教
授说。

志愿者，联合国定义为“自愿进行
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
金钱、名利的活动者”。我国大学生志愿
活动由来已久，大学生们在志愿活动中
接触社会、关爱他人，同时也收获成长。

李树旺说：“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对

于青少年成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大学
阶段的学习是青少年由学校走向社会的
一个过渡期、适应期，也是学生们社会
化程度逐渐完善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培
养学生们为社会服务、为他人奉献的志
愿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心，为学生
未来适应社会打下比较牢固的心理和情
感的基础，是学生社会学习的重要组成
部分。”

席卷全球的疫情给中国大学生上了
一堂大思政课。2022年，在全世界体育
赛事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现场观众的前提
下，为世界奉献一届有现场观众的精彩
奥运会，对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讲也是一
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
国向世界的承诺。这一个冰雪之梦，既
寄托着人类对体育的理想，也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精彩一刻。

“在服务冬奥中砥砺家国情怀，在时
代的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冰雪中让中
国青年的风采温暖全世界。理解办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意义，会激
励年轻人将青春梦和冬奥梦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
江海霞说。

春节之前，志愿者们进驻场馆，各
高校都举办了出征仪式。一张张青春的
笑脸上充满期待、紧张，更多的是自信
飞扬。

“冬奥会是一个广阔的国际平台，志
愿者的表现和精神面貌代表了我们这个
民族。学生们在与国外友人或运动员交
流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多元化的文化和
思想，在此过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政治
底线，如何展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对他们而言是一次严峻的思想和政
治的考验。”李树旺说。

此外，做志愿者服务冬奥会，也会
激发、鼓励大学生对体育的热情，提高
体育参与，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成为更
好的自己。

李树旺说：“当代大学生的体质健康
水平是一个社会和家庭都很重视的话
题，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要求学校加
强体育，督促大学生提高体育参与。冰
雪运动是我国青少年大学生都比较喜爱
的运动，它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性身心
素质具有其他运动项目难以取代的价值
和作用。”

(摘自《人民网》)

你负责逐梦冰雪，我负责温暖世界
——2022北京冬奥会大学生志愿者掠影

作为《晚霞杂咏》的姊妹篇续作之
三，崔根乱同志新作《余晖晚照》已于
近日出版与读者谋面。该书的出版，犹
如雨后一抹彩虹分外清新。该书依然保
持了姊妹篇的原作风格，即以诗 （词）
为主，诗 （词） 文图并茂，情、景、理
交融。

听风近月，文墨飘香。读《余晖晚
照》，深感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大地清
香扑面而来，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光雅气涌
动字里行间。全书记录了根乱同志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的心路历程，他多年的
领导岗位经历和细腻而独特的观察与思
考，使该书呈现更厚重的思想积累和文化
底蕴。

《余晖晚照》收录的诗 （词） 作品，
像一块块清幽明澈而造型各异的和田新
玉，妖娆妩媚中透出柔和的光芒。之所
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作者诗 （词） 创作
艺术的提高，尤其是在律诗 （词） 创作
技巧的掌握运用上大见功底。练字寻顿
挫，入句见平仄，律起腾风雨，韵落拂
寸丹。看得出作者措辞敲句、裁云绣月
的功夫。滔滔诗行，看似纸上得来，实
从心中流出，让人有一种“心有香雪梅
千树，诗能芳我不须花”的感受；至于
那些吟花赋草的诗 （词） 句，读来更像
身入其境，闻得见草木的呼吸，听得到
鸟兽的欢歌。

《七律·赏<且听清吟>有感》一诗，是
一首回敬感谢诗。说的是作者一位老友
的爱女安少清，将自己近期出版的诗集

《且听清吟》（上下册）赠与他，他读后对此
书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水平赞叹不已，遂写
了这首诗回敬。诗中写到：“馨书两卷谢
少清/倩影娇枝万紫红。话语晶莹如夏
露/胸怀坦荡似春风。衣食草木雕香玉/
歌赋诗词铸美灵。父秀女优传后继/老安
笑貌骤回萦。”作者饱含深情地赞美了安
少清的勤奋努力和《且听清吟》的创作艺
术，剪剪诗意，似有“说花露欲滴，绘壑泉
始出”的美妙，真乃金章凤韵，碧玉幽兰！
而且通过赞人赞书，巧妙地将朋友之情展
示出来。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诗境清新
灵动，耐人寻味。

而另一首小诗《七绝·爱国》则用
寥寥四句，却演绎了一场什么叫爱国、
怎样爱国的大戏。这首诗源自作者读到
的一篇文章：学生有爱国志向，却又苦
于没有大事业去做，遂向老师求教，老
师回答：“作为学生，努力学习，以优异
的成绩完成学业，这就是爱国！”根乱同
志读后感慨颇多，联想到不仅仅林则
徐、文天祥是爱国，也不止于董存瑞、
黄继光是爱国，只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
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爱国。即挥笔写
下了这首七绝：“广木成林东海阔/众星
捧月玉盘明。爱国虽是金题目/举手投足

简便行。”这首诗借物寓情，深入浅出，
典型地代表了他的诗词风格！

崔根乱同志的创作，伴随着他年龄的
增长而越发让人读到他文学艺术上的成
熟以及所展现出来的理性和真性情。对
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宽容，意为东风把
所有的雾霾吹尽，愿走过沧桑岁月，看花
枝常在。

在 2020 年初武汉疫情肆虐期间，根
乱同志主动给原单位打电话，作为特殊党
费向疫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并由此作
七绝一首，并称了却了一桩心事。他在积
累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积累自
己的这份善心善意。“养得芳心同春在，准
备花时要索诗。”在书中，我们随时可以看
到这种善与人同、彰善瘅恶的存在，尤其
是作者善用那些鲜活的故事羽化心性，教
人道理，启人心智，可谓该书一大亮点。
诗《六尺巷》教人吃亏包容、互谅互让；《王
虎与胡一》倡导化解冤仇、宽解大度；《读
书偶得》鞭挞趋炎附势、见利忘义；《是与
非》提倡做人重大义、明是非；《辞家教》教
育人们要诚实、莫虚伪；《好高骛远者当
戒》赞扬踏实做事，反对好高骛远；《坚持》
阐明功夫不负苦心人，坚持才能登上玉皇
顶……

《余晖晚照》凝聚着崔根乱同志一生
的思想和智慧，同时也渗透着他晚年的
梦想和努力，其中最珍贵和让人感动的

是他养成的“草木皆风景，烟花伴四
季”的一颗诗心。在他看来，百步之内
有芳草，缱绻于光阴的春风夏雨，都是
岁月里的诗。磨得一颗诗心，能获一个
美丽的世界。所以在他眼里，风霜雪
雨、四季轮回、人事聚散，点点滴滴都
是诗。他都会把它们凝聚于笔端，点化
成雨露，去滋润那些荒芜的心田。《余晖
晚照》 凝结了他三年的心血，晨风暮
露，都装订在了他书桌的信笺上，打开
便是墨香，尘封便是收藏。回眸处，梦
近梦远，一笑嫣然。

读完全书，掩面沉思，《余晖晚照》虽
然文光炜耀，睿气馨盈，但也似乎又觉得，
根乱同志那份“且赋闲心花草间”的闲情
逸致始终被他50多年党龄的党心所浸润
着，诗心、党心、闲心的融合是铸成这本书
的内在底蕴。正因为这样，此书便彰显出
一份风清气定的余晖晚照情怀！

最后，以衡水市老年诗词学会会长、
市老年大学教师梁秀芬读《余晖晚照》后
赠写的一首五律作为此文的压轴结尾：

世界一书藏，莹莹聚寸光。
窗含金柝奋，笔伴晓星昂。
雅士钟神秀，仙斋漫桂香。
若无寒暑苦，卷岂汗牛长？

自有诗自有诗心灿晚霞心灿晚霞
———崔根乱新作—崔根乱新作《《余晖晚照余晖晚照》》读后读后

张秋耕张秋耕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是
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逢元宵
节，冀州的架鼓队员们便身着统
一服装，在现滨湖大道南部一
带，摆足了架势，奋力擂鼓，一双
双鼓槌上下飞舞，钹声、锣声与
鼓声相呼应，响彻云霄。

看！架鼓队员们身穿红色
带金边的服装，头扎壮士巾，
腰系搭扣带，叉腿、挺胸、两
臂抡圆。敲钹的人们兴致高昂
地跳起来，时而前后甩钹，时
而双人对钹、成双对舞，时而
扬钹击天……敲锣的人也铆足
了劲儿在一旁助阵。场面壮
观，声势浩大，如雷霆万钧、
万马奔腾。

这时舞狮的队伍来了，只见
一人手举绣球引出狮子，狮子跟
着绣球随着鼓点摇头摆尾，忽回
首低顾，忽俯首匍匐，一会儿在
地上打滚，一会儿蹦到桌子上，
一会儿又在柱子上跳来跳去，忽
然从狮嘴里吐出大红长幅，上面
写着“祝大家新年好！”引来观众
的一片叫好声。

接着，有人拿着红绣球把
龙引了出来。这龙从头到尾是
十三节，下面有人用木棍举着
龙头、龙身摆动，龙便随着绣球
忽高忽低，真是活灵活现，博得
大伙儿的阵阵喝彩！

紧接着，踩高跷的队伍过
来了。演员们根据角色的不同
分别描眉画脸，有装丑婆的，有
装小丑的，有装新媳妇的，有装
钓鱼翁的。他们化好妆后穿上
戏衣，然后坐在长凳上，将两腿
靠在两米高木棍二分之一处的
脚踏板上，用棉布绳绑好，然后
站起来，踩着鼓点排着队向前
行走。各种角色闹着“样儿”，

有的还跟观众互动，好不热闹！
拉碌碡（碌碡是用细铁丝

弯成的圆，碌碡用红布裹起来，
碌碡两边有轴这样好转动)的
也来了。在前面拉碌碡的是男
子化装成新媳妇，上身穿红衣
服，下身穿绿裤子，脚穿绣花
鞋，手拿红绸，肩膀上套着拴在
碌碡两边轴上的绳套，两胳膊
跟着鼓点甩着红绸，向前走着。
这时有个男子化装成小丑，头
上梳着小辫儿，肩上担着长扁
担，扁担两头挑着油桶，小丑围
着碌碡的两个轴添油，有时把
扁担往地上一放，随即在地上
打个滚，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抬杠官的队伍来了。表
演者由身着破烂官袍，头戴蒜
辫翎帽，脸涂丑角脸谱的“县
太爷”，四个手持“黑红棍”开
衙役及两个抬衙役组成。“县
太爷”坐在滚圆溜滑的棍棒之
上，身晃手摇，不时还有人来

“告状”，真是滑稽可笑。紧接
着，有老汉推车、猪八戒背媳
妇、二贵摔跤等等，精彩一轮
接着一轮。

到了晚上，道路两边的木
杆上挂着各色各样的花灯，灯
上写着谜语，人们带着孩子纷
纷 来 猜 灯 谜 。 还 有“ 打 铁
花”。在一片锣鼓声中，几个
壮汉用力拉风箱，熊熊的火焰
渐渐将装在罐里的铁块融化
成铁水，然后手端铁锨，在铁
锨里放上用水泡过的米糠，将
铁水倒在米糠里，然后抛向空
中，铁水在空中变幻成绚丽夺
目的花朵……

如今的元宵节，热闹、欢快
的场面已离我们远去，唯有那
喧天的锣鼓声和人们的欢声笑
语在耳畔回响……

元宵节的锣鼓声
陈福顺

由丹麦 NEXT 教育集团
巴勒鲁普校区与中国昆明理工
大学合办的巴勒鲁普校区孔子
课堂、下属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以及孔子课堂网站近日在哥本
哈根大区巴勒鲁普市正式揭牌
和发布。

NEXT教育集团巴勒鲁普
校区主任兼校长、孔子课堂丹
方理事长拉斯姆斯·弗里蒙特
在揭牌仪式上说，中国社会经
济文化的发展使包括丹麦在内
的许多国家的人对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的兴趣与需求与日俱
增，希望新孔子课堂能使学生
和当地社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
增进了解，为未来丹中交往提
供助力。

中国驻丹麦大使冯铁通过
视频祝贺孔子课堂揭牌。他表
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及其

人民的关键，希望丹麦年轻人
通过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打开
新视野，成为中丹友谊的桥
梁。

当日，来宾们参观了孔子
课堂教室、资料室和网络汉语
考试机房，欣赏了学生的剪纸
和毛笔字作品等。

在中国农历春节欢快祥和
的气氛中，来宾们与学生一起
学包饺子，并品尝了自己制作
的饺子和其他中国春节传统美
食。

丹麦 NEXT 教育集团是
丹麦最大的中等教育集团，在
哥 本 哈 根 大 区 设 有 12 个 校
区。丹麦巴勒鲁普校区孔子课
堂于2021年1月经中国国际中
文教育基金会授权设立，于
2021年8月下旬启动筹备并试
运行。 （新华社电）

又一家孔子课堂与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在丹麦揭牌

纳鞋底、绣虎脸、缝“王”
字、扎虎须、掩鞋口……五彩斑
斓的丝线在尚孟青的手里来回
穿梭，待鞋帮和鞋底彻底缝合
到一起，一只憨态可掬、活灵活
现的虎头鞋就做好了。

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
大屯乡三北张村的一间虎头
鞋制作工坊里，33 岁的尚孟
青是这家虎头鞋制作工坊的
负责人，春节前他们赶制了
大量的虎头鞋、老虎枕、布
老虎。

尚孟青的虎头鞋制作技艺
源于母亲杨新弱，这项技艺在
杨氏家族世代相传，她是这项
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手工
艺品之一，我国北方民间有
为幼童穿虎头鞋，寄寓吉祥
平 安 的 习 俗 。 虎 是 百 兽 之
王，人们认为穿虎头鞋可以
驱病、避邪，护佑孩子健康
成长。

在三北张村，这项老手艺
得到保留，一针一线间蕴含着
手艺人质朴的情感。尚孟青
说，制作虎头鞋不仅要手巧，

还要吃得了苦，耐得住性子。
从打袼褙、纳鞋底、做鞋帮、
绣虎脸、掩鞋口，到缝合鞋帮
和鞋底，共有十几道工序，一
双鞋往往要花五六天工夫才能
完工。

为 将 这 门 手 艺 传 承 下
去，对于慕名前来学习的乡
邻，尚孟青也毫不保留。如
今，这项技艺不仅得到了传
承 ， 还 成 为 当 地 人 的 增 收

“利器”。
“我们采取‘基地+散户’

方式，根据绣工的特长进行分
工，擅长纳鞋底的就只做鞋底，
擅长绣花的就专门绣花。”尚孟
青说，农历虎年，虎头鞋又迎来
销售旺季。通过“派单”的方
式，她将周边的老人组织起来
共同绣制，带动了村民增收。

2021 年，虎头鞋制作技
艺被列入邢台市第七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尚孟青说，传统技艺是个
宝，只有守好这份“家业”，
让它永远传下去，才能更好地
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一针一线，许你虎虎生威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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