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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白衣战士无言坚守逆流而
上；危急关头，平凡身影不计代价负重前
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有的只是挺身
而出的普通人。面对生活的考验，一个个
平凡的身影拼尽全力、迎难而上，用勇敢驱
散危险、托举生命。

对于他们的英勇行为，网友纷纷点赞：
你们见义勇为的样子真帅！同时，也告诉
我们：“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是真善美的集中代表，是正能量。正因为如
此，尽管上世纪60年代初雷锋就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精神仍然活在人们心中。只要提到雷
锋，人们都心生敬意。不少人还在用自己的
行动实践“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有人行动不
便时，“雷锋”就会上去扶一把；当有人遇到歹

徒时，“雷锋”就会冒着危险见义勇为；当有人
贫困时，“雷锋”就会慷慨解囊……

人们对于正义与美好的追求没有停
止过。人们不能没有正能量的精神支
柱。否则，生活就会变得暗淡。人们想念
雷锋，正是对正义的支持、对善良的褒扬。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
有那么一根弦，只要轻轻一拨，就能弹奏出
人性的真善美。把自己的工作认真完成，
用餐不浪费一米一菜，把捡到的物品送还
失主，给孕妇让座，把路边的杂物拾起来放
进垃圾箱……凡此种种，都是在学习雷锋。

以雷锋精神为镜，凝聚正能量，释放正
能量，传递正能量，有助于激励道德建设热
情，有助于认同和践行主流价值观，形成文
明、友爱、诚信、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

“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高国春

我结婚后的第一年，换了新工作，刚到公司一周后，赶上
“三八”妇女节，单位发放过节礼品，快下班时，科长通知我去
仓库领礼品。到了仓库，保管员递给我礼品，顺便通知我，这
是公司送我老妈的礼物，箱体上还有一行字“老妈，辛苦
了”。过节送员工老妈礼物，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奇心遂起，
拆开一看，是一台按摩器，于是赶到娘家，送给了老妈。

老妈一看，拒收了，说她不喜欢，让我送给婆婆。老
妈的意思我懂，她哪里是不喜欢，是想借此增进我和婆婆
的关系。

既然老妈不要，我只好送给婆婆，老妈见我答应了，又
嘱咐我，这是公司的心意，不能代表我，让我再给婆婆买件
衣服。有顺才有孝，听老妈话，于是路过一家服装店，又给
婆婆和老妈各买了一件衣服。第二天我和老公回乡下老
家，将按摩器和衣服递给婆婆，婆婆一看箱体上的字，激动
地说：“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过妇女节呢，儿媳比亲女儿
还有心。”

我们结婚后，和公婆分住两处，工作忙时，一周也回
不去一趟，婆媳之间有些生疏。因为不了解，刚结婚时还
和婆婆闹过矛盾，几周没跟着老公回婆家，后来还是娘家
妈劝我，这才主动和婆婆和好，但从此却和婆婆有了隔
阂，能不见面就不见面。

若不是公司妇女节发给老妈礼物，老妈非让我送给
婆婆，我才不会送她礼物，毕竟妇女节我都从未给老妈
过过。

两件礼物婆婆开心收下，衣服立马就穿上了，站在大门口
喊街坊邻居来我家试试按摩器。那天婆婆喊来了一屋子人，
大家排队按摩，婆婆说，这是儿媳送她的妇女节礼物，若不是
娶了好儿媳，她这辈子都不知道妇女节收礼物啥感觉呢。

婆婆那天直夸我孝顺懂事，待她比亲妈还亲。婆婆说得
真诚，让我感觉羞愧。

那天晚上临走时，婆婆悄悄塞给我500元钱，说这是
她送我的妇女节礼物，让我自己喜欢啥买啥。婆婆没有
工作，没有退休金，就靠种地为生，赚点钱不容易，我坚持
不收，可婆婆非要给，那架势不收是走不了了。我只好收
下，回去路上我告诉老公，下周来时，添上200元钱再还给
婆婆。

老公那晚回去，主动打扫家里卫生，还帮我洗了衣服，
说是靠劳动送礼，祝我节日快乐。我知道他干家务是三分
钟热度，但心里也明白，他这是见我们婆媳关系融洽，从心
里感激我。

“还是老妈有智慧。”和老妈通电话，这话刚说出口，老
妈说：“啥智慧，我也有儿有女，既当妈又当婆婆，将心比心
罢了。再说你和婆婆相处得好了，自然夫妻关系也跟着改
善，你过得幸福开心，我也放心了。”

“三八”妇女节，公司一件走心福利，老妈一句暖心提
醒，让我收获了婆家人的好感，这便是公司送员工最好的节
日礼物。

小礼物增进婆媳情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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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tjzll@163.com

我一直以为，老去的时光是苍绿色
的，绿得深邃，绿得沉静，就像我认识的
一些朋友，年纪不轻了，却依然优雅，依
然青春。

有一位女子，老年时忽然迷上京剧，
每天晨昏去公园里学唱，咿咿呀呀。毕
竟是上了些年纪，嗓音不再清亮，身段不
再柔软，就连眉梢眼角的风情也染上了
霜华，学戏似乎已晚了三秋。可是她乐
此不疲，顶着露珠，踩着月光，风雨无阻，
一往而情深。别人笑她：“一把年纪才学
戏，早干什么去了？”她也不恼，问人家：

“你种花遛狗是为了什么？”人家说：“当
然是因为喜欢。”她笑说：“我也是。”众人
明白了，原来她学戏，天天低吟浅唱，不
过是因为喜欢。

还有什么理由比“喜欢”更充分？
年华易老，从容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情，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没有得失算计，
遵从本心，岂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岁月静好，深情以往。珍惜当下，见
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不辜负光阴，不
辜负自己，哪怕一碟清炒素菜，也能吃得
有滋有味。人活着，总要有一点高于物
质的追求。虽说物质也很重要，但若没
有物质之上的那一点念想，生活岂不是
很乏味？

那一点念想就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深
情，就像阳光对花朵、日月对山河、星辰
对大地、春天对万物，就像一只蝴蝶对另
一只蝴蝶，就像梁山伯对祝英台，就像一
个孩子对母亲的深爱。

闲读《一百岁感言》一文，感慨万千，

人生“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
得愈浓烈。”深情地活过，就不怕老去。
尽管没有人喜欢老，没有人愿意老，可是
老还是会不请自来。林语堂说：“优雅地
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老得优雅、从
容、坦然，是时光的恩赐，是岁月的沉淀，
如陈年老酒，芳香甘醇。

朋友的母亲就是一位优雅妙人儿，
她开朗有趣，年过六十开始学舞、学画、
学茶道、读诗书，忙得不亦乐乎。七十多
岁出版画册，一招一式，功力不凡。她平
素穿着旗袍，顶着银发，精彩飞扬地活
着。别人夸她活得深情、老得优雅，夸她
是一位生活家，她笑说：“如果我能活过
百岁，那么现在我的人生才刚刚过半，我
还年轻！”

好一句“我还年轻”！这种精气神源
于对生活的热爱，源于对自己的喜爱，值
得欣赏。不拘泥于皮相，才是活得明白
的人，心灵丰盈，才能踏实地应对老的到
来。

老去的时光里，若能有一个人陪着，
当然最好。一起拌拌嘴，一起唠唠嗑，一
起看看夕阳，哪怕什么都不说，知道那个
人在身边，就好。老去的时光里，若能有
点闲钱最好。趁还走得动，去想去的地
方看看，去生活过的老地方瞅瞅，去看看
老朋友，等走不动的时候，心中留个美好
的念想。老去的时光里，爱护自己的身
体，尽可能不活成别人的负担，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如此，安好。

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活得深
情，老得优雅，方不负此生。

活得深情活得深情
老得优雅老得优雅

□□积雪草积雪草

防疫不松 备战不懈

刚刚过去的春节，许多集训队在
全封闭的情况下度过，其中就包括在
北京顺义集训的中国轮椅冰壶队。

“大年三十，大家一起组织了年
夜饭，互祝春节快乐，然后晚上各自
在宿舍观看春晚。”轮椅冰壶队常务
副领队胡俊福说，“我们提出一个口
号，叫作‘抓防疫，人人有责，保备战，
个个争先’。”

这并不是疫情第一次影响到这支
队伍。队伍本应在哈尔滨集结，但因
黑龙江出现疫情，临时转移至秦皇
岛。缺乏场地条件，队伍及时调整训
练计划，改为主抓体能。训练恢复正
常后，他们每周训练六天，每周还有一
次心理辅导课。

面对疫情给训练、参赛带来的种
种不便，中国残联及时调整方案并组
织“精英”备战，通过多层次举办和组
织参加赛事，强化保障加以应对。

尽管疫情为备战增添了诸多未知
数，但运动员们的训练从未停息。应
对无常，是他们在人生中早已学会的
课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
参赛队伍全时段开展训练备战。目
前，6个项目的124名运动员、42名教
练员（含7名外教）正在北京、河北5个
基地展开训练。

大项覆盖 争创历史

“我希望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勇夺
奖牌，为国争光！”身着球衣，胸前印着
五星红旗，正在河北承德训练的中国
残奥冰球队队员汪之栋声音洪亮。

残奥冰球队领队王建斌介绍，中
国残奥冰球队2016年正式组建，目前
有运动员23人。灵活、快速是队伍的
特点。“我相信在全队的共同努力下，
克服困难、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完成我
们的既定目标，保六争三。”

尽管队伍成立较晚，2018 年，残
奥冰球队首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C组
冠军，2019年又获得B组第三名。

同样在2019年，中国单板滑雪首
次获得 2 枚世锦赛金牌，高山滑雪首
次获得3枚世界杯金牌。

中国残联体育部竞赛训练处处长
勇志军介绍，北京冬残奥会共设6个大
项78个小项。几年来，全国冬残奥运
动员由不足50人发展至超过1000人，
技术官员从无到有发展到上百人，开
展的冬残奥项目由2个扩展到6个，实
现大项全覆盖。2016年以来，中国参
加了59项冬残奥系列国际赛事，获得
38枚金牌，多个项目实现“零”的突破。

在轮椅冰壶队的训练馆里，墙上
的一条横幅格外显眼。

“平昌夺冠，已成历史，从零开始，
奔向北京”。北京姑娘闫卓每次训练
时都会看看这 16 个字。对在家门口
争得荣光的渴望，让她不知多少次地
掷出近20公斤重的冰壶，在一度身体
不适需要插尿管训练时也未曾懈怠。

“我们愿意让五星红旗在冰立方
再一次冉冉升起，这是我们的一个奋
斗目标。”胡俊福说，“我们必须从头再
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奋斗。”

体验冰雪 共沐阳光

悬挂着那条横幅的，是2020年底

投入使用的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
训练馆。它被轮椅冰壶队的张明亮称
为“最好的一份礼物”。这位 2019 年
世锦赛冠军队成员发现，这里的地面
采用无高差全平面设计，电梯、卫生间
等都配有扶手，所有墙面阳角也均做
了抹弧处理。

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
行主席张海迪介绍，包括该馆在内，全
国有 45 个残疾人体育训练设施。“中
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为更多残疾人
创造了参与的机会。残疾人参加体育
训练的设施越来越先进。”

随着北京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深入
推进，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
度不断提升，“无障碍”概念已经延伸
到场馆外，主办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同步开展，方便残疾人出行并参与冰
雪运动。

2020 年 11 月 17 日，第五届中国
残疾人冰雪运动季首场活动——第三
届全国基层残疾人机构旱地冰壶比赛
总决赛在杭州开幕。作为冰雪季的一
部分，在张家口，110名运动员参与了
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特奥冰雪
嘉年华活动；在北京，冰雪“大篷车”

“开进”了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
体育，是残疾人展示自我、丰富人

生的舞台，而冰雪运动正为这片舞台
镀上晶莹的底色。随着冬残奥会临
近，中国残疾人运动员越发期待在这
方舞台创造历史，探寻人生的新可
能。告别不平凡的2020，迎接非凡的
2022，中国8500万残疾人兄弟姐妹正
共沐平等阳光，期待共赴冰雪盛会。

据新华社电

共沐平等阳光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备战中

迎来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

刚刚过去的2020年极不平凡，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许
多人的生活，但从未改变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备战北京冬残奥
会的努力。拼搏与汗水，只为一年后在家门口的舞台上，交
出一份出彩的答卷。

与此同时，更加便利的条件让更多残疾人成为参与冰雪
运动的三亿人的一部分。体育带来的获得感，战胜自我的成
就感，为他们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行人过马路时，理应做到“他礼让，我
速行”，这既是对司机的尊重，也是为缓解
交通拥堵出一份力。

近年来，在我们过马路时都会得到机
动车礼让的待遇：无论是拐弯还是直行车
辆，遇到有行人在绿灯亮时走在斑马线上，
所有机动车都自觉慢速、停车后让行。从
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
提升的标志。

不过，我也时常看到，当遇到机动车礼
让时，有些行人过马路慢吞吞、磨叽叽，如
是老年人或残疾人倒也罢了，一些中青年
行人明知车辆在等自己过去，却是一副漫
不经心的样子，有伴的交头接耳，独行的看
着手机……

这些行人的潜意识里或许认为，行人
过马路时机动车就该让着。不错，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时，应停车让行。即使行经没
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
也应避让。然而，我们不应以机动车礼让
而视作理所当然。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
也”，机动车避让行人除执行交通法规外
也是一种讲礼仪的表现。我们常看到在
无信号灯的路口，司机即使看见路边有人
想过而没过马路，都会自觉停下示意行人
先过。而我们用加快速度过马路就是对
司机的回敬！再说，有些路口绿灯时间不
长，你慢悠悠走，就会造成机动车排队等

候，待换了红灯时车辆又不能走，这样就
产生了道路人为拥堵的现象，尤其是早晚
高峰时段……

因此，行人过马路时，理应做到“他礼
让，我速行”，这既是对机动车司机的尊重，
也是为缓解交通拥堵出一份力。更重要的
是，它会成为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个
助推力。

他礼让 你速行
□费平

□记者秦帆 通讯员乔仁铭

本报讯 近日，南开校友总会启动
“南开人在军营”征文活动。

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
统。抗战时期，许多南开人主动奔赴沙
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奉献的精
神内涵。新时期，更有一批批南开人积
极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成为光荣的
人民子弟兵，为实现强军梦、强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

此次征文主题为南开校友在军队
大舞台施展才华的故事，在军营大熔炉
淬炼成钢的事迹。征文要求内容真实，
文笔流畅，篇幅 1000 至 3000 字。如有
相关图片，需注明拍摄内容、拍摄时
间、拍摄者姓名等信息；投稿人应保证
所投作品由其原创，拥有独立、完整、无
歧义的著作权。来稿经审核编辑后，适
时在南开校友总会网站、微信公众号、新
浪微博等平台发布。征文活动征文时
间 为 长 期 ，投 稿 邮 箱 ：nkuaa@nankai.
edu.cn。邮件主题需注明“南开人在军
营”，并附军人校友简介（包括姓名、联
系方式、所在单位、在南开的学习工作
经历等信息）。

“南开人在军营”
征文活动启动

黄渤集结新生代实力导演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作为记录抗疫时代的重点影
片，以总策划陈道明和监制黄
渤为首，力邀张弛、董越、周楠、
田羽生、饶晓志五位新生代导
演加盟，以新时代电影人敏锐
的洞察力，聚焦疫情大时代背
景下的个体命运和选择。五位
导演全然不同的创作风格，相
信将为影片带来更多的可能。

开机发布会现场，监制黄
渤和导演张弛、周楠、田羽生，
编剧总监袁媛一起揭幕先导
海报，海报中五只手相交相
握，团结互助。黄渤表示，海
报传递出的是凝聚力和协作
精神，本片由五个故事组成，
五位导演、五组演员协作完
成，“去年抗疫战争的胜利，也
是全国上下通力协作，众志成
城的结果。”

用温暖治愈后抗疫时代

电影《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来临》以五个独立又相互交织
的动人故事，翻开了抗疫时代
的白皮书。重回武汉开机，不
仅让国内外看到了中国疫情
全面控制的成果，也让大众透
过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看到
了 疫 情 中 那 些“ 最 美 逆 行
者”。发布会现场，武汉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吴天勇表示：
“我们忘不了华夏大地永驻的
人间大爱和家国情怀，忘不了
42600 多名医护人员星夜驰
援，忘不了英雄的武汉人民众
志成城、守望相助，在这次疫
情中全国人民以团结一心的
奋斗，凝聚起了无坚不摧的精
神伟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亦
坦言：“电影《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来临》的故事从小人物出
发，展现了抗疫大时代下人性
的善良与美好，正是这些力量
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黄渤在现场看到反向转
动的风车后更动情吐露：“我偶
然发现树枝上发出的嫩芽，就
像是春天带来的希望。大屏幕
上反向转动的风车，寓意着疫
情下我们集结在一起逆风而
行。”宋小宝表示非常希望拍好
这部电影，“这是我人生的一次
突破。是一切美好的开始。”郑
罗茜则非常荣幸和自豪地饰演
了一位医务工作者，“我觉得非
常荣幸和自豪，我能够把这么
一个无名英雄的群体，在电影
里做一个传达，我觉得非常非
常荣幸。感恩！”

该片拟于 2021 年上映，
在重温艰难时光的同时，以期
带给大家温暖与力量。

据《新民晚报》

致敬抗疫英雄 拥抱春暖花开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开机
昨日，由陈道明

担任总策划，黄渤监
制的抗疫电影《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在武汉正式开机。
本片谱写出抗疫时
代小人物的真实生
活，透过他们“奔赴
春天“的逆行身影，
向现实中的平凡英
雄致敬。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周欣）
国际武联3日消息，为助力备战2026年达
喀尔青奥会，国际武联将于近日推出太
极扇系列课堂，以视频录播的方式在国
际武联官网和官方社交媒体平台播出，
向全球武友免费开放。

当地时间 2020 年 1 月 8 日，经国际
奥委会批准，武术成为2026年青奥会正
式比赛项目。太极扇作为四个比赛小项
之一，将首次登上青奥会赛场。

为更好地指导国内外运动员、教练
员和裁判员开展训练和执裁工作，国际
武联在筹备太极扇系列课堂期间注重授
课讲师、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权威性
和先进性，并综合海内外武术专家意见，
将本次系列课堂设计为教学类和裁判法
类两大类别。

太极扇系列课程是国际武联继
2020年7月发布《国际武联武术套路竞
赛规则与裁判法（节选）2019年版-附加
规则（试行）》后推出的又一内容。

国际武联即将推出
太极扇系列课堂

轮椅冰壶队员在冰场积极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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