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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闻周刊

暖

评

心·观念

暖 心

□ 张 坤

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生命的种子，来之
于大地，归之于大地，但有的开花结果、
长成参天大树，有的却蹉跎虚度一生、随
风飘零。

是不是一粒好种子，有没有真正扎根
于大地的深处——或许是种子最终命运不
同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他就
是大地深处那一粒生命的好种子，把一切
都贡献给了大地和人民，他做到了自己喜
欢说的那句话：“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
好种子。”

好种子不挑肥拣瘦，志愿在任何艰
苦、平凡的地方扎根。

1953 年夏天，23 岁的袁隆平大学毕
业时，在志愿书上，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并用一生在践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好种子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利益
大众而又玉汝于成。

“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
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正因为
怀着这一份深情，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

他还在挂念着水稻，不断问天气，去世前
两个月，他还在杂交稻基地辛勤工作。

好种子都有着热爱大地的情趣爱好，
在忘我的生命投入中，追寻着最平凡而又
最伟大的梦。

“我有两个梦，一个梦是超级稻长得
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结的籽
有花生那么大，叫做禾下乘凉梦。”怀揣
风吹稻花香梦想的袁老，常常在自己演奏
的小提琴声中，与天地万物融化于一处。

如今，袁老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
方，却将粮食的种子、创新与奋斗的“种
子”留给了后来人。

尽管袁老留下“丧事从简”的遗愿，
但医院附近，依然有数千名等待送别的
人，还有为袁老泪崩、刷屏的亿万网友。
老百姓用自觉的缅怀与纪念，表达了对民
族脊梁的热爱和敬意。这是大地对种子最

深沉、热烈的爱与回报。
这两天，中青报连续推出缅怀这位可

敬的“90后”的全媒体报道：
《菊花断货！送别袁老，看到这一幕

眼泪又绷不住了⋯⋯》《追记袁隆平：一
粒种子魂归华夏稻田》《袁隆平学生追
忆：“爷爷的水稻田”尚在》《送别袁隆
平：刷屏的悼念，是国士的颂歌》《袁隆
平：妈妈，稻子熟了》。

网上评论区的一条条真情互动，质朴
动情，很多人表示：最好的纪念，就是珍
惜生活、爱国爱岗、节约粮食。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评论，令我充
满敬意、感动和希望。

对其中一位网友的留言尤其印象深
刻：今天是我 20 岁生日，这一天，我这
一辈子可能都会记得。两位国宝级院士逝

世 （注：另一位是吴孟超院士），让我发
现中国的前辈真的一个个在凋谢，未来真
的需要我们这一辈去接力，得好好学习，
打好基础，否则前人为中国打下的根基，
就会毁在我们手上。我今天在水稻研究院
送行了袁老，希望袁老能在天上看着我们
农大学子、中国学子，完成禾下乘凉梦，
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前辈请放心，
吾之中华，我们一定会守护好。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袁老虽然已
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贡献镌刻在每一粒
杂交水稻产出来的稻米之上，他的精神回
荡在每一个受其感召而投身农科事业的人
心中。今日堪称刷屏的悼念之声，是时代
献给伟大先行者的颂歌。

中青报几十年来一直追踪报道着袁老
不懈奋斗的足迹，以及他对年轻人率先垂
范、传帮带的精神。

鞭挞假丑恶，弘扬真善美，颂歌献给
人民、献给大地母亲——这是刚刚度过
70 岁生日中青报的光荣传统。正是在传
承和发扬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时代楷模
的精神中，中青报发扬着服务青年成长、
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也不断在为党育人
的过程中，不断锤炼、磨砺、锻造融合队
伍，不断推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的精品报道，不断在守正创新中加速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
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
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作家柳青曾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
“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
60 多年前，柳青当过中青报编委，是老

一代优秀中青报人的缩影之一。为了创作
一部新作 《创业史》，他用文字记录中国
的山乡巨变，脱去自己的西装革履，扎根
到皇甫村生活了 14 年，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关中“农民”。

新一代中青报人，在学习、传承中不
断成长。近年来，报社一位 90 后记者的稿
件《“探界者”钟扬》，入选普通高中统编教
材，她说自己深入再深入的采访，正是被主
人公那扎根大地深处的“生命种子”精神所
感染，正如该文最后一段写道：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
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
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
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
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
钟扬这样说。

愿我们都能像袁隆平、柳青、钟扬他
们那样，永远和人民一道“趷蹴”在土地
上，永远为理想信念，立足岗位、自我革
命、奋斗不息，做一粒默默耕耘奉献的好
种子，直到生命回归大地的最后一刻。

是的，只有一粒粒生命的好种子，才
能和泥土融为一体，深深扎根于大地深
处，人间大地才会百花齐放，山河岁月才
会世代静好、人民江山才会永续长存。

大地深处那粒生命的好种子

□ 戴先铭

近日，华东理工大学的大二男生小
唐在某视频网站上传了自己 6 天 5 夜坐
公交车到北京的 vlog （记录视频），引
发了全网的关注与讨论，多数人抱有欣
赏与支持的态度，认为小唐非常勇敢，
做了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但也有不少
人对此不屑一顾，诸如类似“荒废学
业”“作秀”“浪费生命”“毫无意义”
等观点，到底为什么会让他们对这事有
如此大的恶意？

根据华东理工大学公众号显示的
“五一放假安排”，小唐旅程的绝大部分
时间都属于假期时间，“荒废学业”的
看法不攻自破。小唐在视频中特地强调
自己地理迷的身份，充分利用了上海到
北京的公交路线。在视频中他多次提到
一路上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地域风
貌、方言习俗，让他能够很好地补充课
本上的知识。他之前还有过两次公交旅
行的经验。

很多人追问小唐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
么，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要花上这
么多天坐公交车，只是为了完成从上海到
北京这项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任务。小唐
的行为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无用”的事
情。在内卷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仿佛人的
一切时间都被剥夺，学生的精力与时间都
应该被投入内卷的浪潮中。

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无用”的事
情，他们是社会机器中越转越快的齿
轮，但因为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他们
反而不能看到远处的事物，不能理解海
德格尔口中的“在诗意的世界里，万物
不再被技术所设定而成为工具，它自身
即是目的”，也就更不能接受乐观主义
者所奉行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他
们想象中的社会是各司其职，每个人在
什么阶段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是

绝对的秩序与绝对的安排，任何不能为社
会产生直接增益、促进机器运转的行为都
是禁忌，都是他们口中的“浪费生命”与

“无意义”。
凡事讲求个目的，那目的本身或许就

失去了意义与价值。小唐在旅途中感知到
了公交车旅行的滋味与普通人生活的日
常，而不是只有象牙塔中的安逸与隔绝。

“反正我只希望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
脚都能多沾点地，多热爱生活吧。”小唐在视频
结尾说。谁又能知道，他的下一站，路在哪
儿呢？那里可能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钢筋水
泥，但一定有属于他的鸟语花香。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在别人的荒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鸟语花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5 月 21 日 晚 上 8 点 半 ，云 南 省 大 理

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护

士黄余珍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值班。换

好护士服后，她像往常一样开始查房，询

问产妇情况、监听胎心。但这并不是普通

的一夜，当天晚上，大理漾濞县连发多次

5 级以上地震。

晚上 9 点半左右，正在查房的黄余

珍突然感觉病房摇晃，大家意识到这是

地震，病房里顿时混乱起来，黄余珍赶紧

安抚产妇和家属：“医院是安全的，不要

乱跑。如果再有地震，大家把两张床拼在

一起躲在床下。”

安抚完家属后，准备为产妇李雪静

接生。刚把李雪静推进产房，无影灯开始

晃动，治疗台也伴随晃动发出声音，第二

次地震来了。

这次摇晃比上一次更久。后来人们才

知道，当晚 9 点 48 分漾濞县发生 6.4 级地

震。黄余珍下意识抱住产妇的腿，不停地

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在你身边。”

产房外，李雪静的丈夫段先生正在

等候。眼前是摇晃的柜子、灯，妻子正躺

在产房，他丝毫帮不上忙，走廊里的人熙

熙攘攘，人们喊着“快跑”“赶紧到一楼”。

他只能等待，心也揪在一起：怎么办？医

生要是离开了怎么办，或者我媳妇一直

不生，再发生更强烈的地震怎么办？

事后他回忆：“我感到一种真实的、从

未有过的煎熬。地震对于这种处境中的每

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宏观的事件、一条远

方的信息，而是具体的恐慌、焦虑、选择和

责任。因为你不能选择立马逃生。”

产房里，黄余珍抱着李雪静，冷静

且坚定地说：“你配合着我，我们快点

生产完，然后把你送到病房观察。”李

雪 静 逐 渐 冷 静 ，20 多 分 钟 后 ， 顺 利 产

下一名女婴。

段先生从医生手里接过了孩子，这

是他和妻子的第二个孩子，曾经他幻想

孩子长大后，如何以一种更完美的方式

生活、工作，人生道路怎样才能更理想。

可在这样地动山摇的危急时刻，看着怀

里的小生命，段先生心里唯一的想法是：

母女健康平安就够了。

和智琴是当晚产科的值班大夫，发生

地震时，她正在进行一台剖腹产手术。她

安排护士到病房安抚其他待产产妇，自己

则 赶 快 为 病 人 缝 合 伤 口 ，“ 没 想 那 么 多 ，

没有什么怕不怕，只是专注地缝合伤口，

也没注意手术室的灯摇没摇晃、地震震了

多长时间。”

医护人员最担心的就是产妇在慌乱之

中发生意外。和智琴说，地震发生后，大部

分产妇都匆忙跑到医院院子里，等她从手

术室出来的时候，45 个产妇只剩 6 个不能

自由行动的仍在病房。她们赶紧逐个寻找、

联络。

杨畅霄是妇产科特殊关注的产妇。她

有妊娠期严重并发症，处理不当会危及母

子生命安全。和智琴接到同事的电话，告诉

她一楼有产妇出现出血，需要赶紧救治。

跑到一楼，和智琴看到杨畅霄双腿已

经 满 是 血，便 立 刻 将 她 抬 上 车 ，推 向 手 术

室 。此 时 ，妇 产 科 主 任 王 建 萍 也 从 家 里 赶

来，一起为杨畅霄进行手术及救治。

杨畅霄的丈夫李琳说，那段等待的时

间里，他只有紧张和害怕，不知道签了多少

份手术告知单。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恐慌又无助。

半小时后，护士从手术室里抱出了新

生 命，是 个 女 孩 。又 经 过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抢

救，妻子也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李琳才松

了口气，有了双脚着地的踏实感。这种踏实

是新生命的诞生、是产妇的平安，也是医护

人员给予的安全感。

地震时，一位 ICU 病房的病人家属来

到护士站没有找到护士，一下慌了神，“我

要投诉，你们怎么能丢下我们病人？”值班

助产士杨琴刚从手术室出来，赶忙跑来解

释说医生都在产房做手术，“我们肯定会坚

守岗位，一定不会离开的，也不可能把病人

丢在手术台上，孩子不生，我们就不离开。”

等 候 妻 子 生 产 的 段 先 生 也 去 为 医 护 人 员

“正名”：“她们没有走，她们在手术室里接

生，你等一等，她们都在。”听完这些话，家

属才放松下来。

那天晚上异常忙碌，产科 7 位医护人

员共接生了 8 个新生儿，其中 5 个男孩，3
个女孩。杨琴说，等她有空抬头看向窗外的

时候，天已经亮了。

强震中降生的新生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64 岁的杨华珍是天生的画匠，尽管她

没上过一堂美术课。

这也使得她从未被任何艺术学派的既

定范式所牵绊。大自然是她的老师，一根绣

针是她的画笔，飞针走线之间时光流转、风

吹 云 动、花 开 花 落 。一 件 件 绝 美 的 藏 羌 织

绣，是她写给故乡最美的无字情书。

一朵花在杨华珍的针尖也能绽放出万

般姿态。作为藏羌织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年来杨华珍带着藏羌

织绣艺术走出高山深壑，引来世界的目光。

爱马仕、星巴克、植村秀等国际品牌和

知名化妆品品牌的设计邀约接踵而至，独

具中国民族特色美感的元素随之传播到世

界各地，成为新时代时尚的引领者。这正是

杨华珍期待的，用一根绣针讲述藏羌民族

的故事，用民族艺术与世界对话，让世界爱

上中国。

趁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杨华珍总会

眯起眼睛，静静绣上几个小时。这是她每天

最享受的时刻。

各 种 色 彩 的 线 在 指 尖 跳 跃 ，杨 华 珍

的 眼 前 渐 渐 浮 现 出 故 乡 的 大 山 ，漫 山 遍

野 颜 色 各 异 的 花 开 得 正 好 。红 的 、紫 的 、

黄 的 ⋯⋯ 数 不 清 的 颜 色 就 这 样 欢 快 地 撞

在 一 起 ，那 是 生 命 的 色 彩 ，也 是 杨 华 珍 创

作灵感的源泉。

那一座座开遍野花的大山，就在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里也是杨华珍

出生的地方。

连绵的山脉之中，藏族和羌族千百年

来生活在一起。因为羌族多聚居在高山或

半山地区，也有了一个很美的名字——云

朵上的民族。

在杨华珍的家乡，人们身着蓝色的衣

服配上白色的头饰，再穿上象征祥云的云

鞋，仿佛把蓝天白云全都穿戴一身，与大自

然浑然一体。

藏羌织绣是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和羌绣的合称，被誉为“藏羌艺术明珠”，也

是藏羌女子表达心事的特别方式。“我们没

有文字，就用色彩和图案说话。”杨华珍说，

藏羌人民崇拜大自然，相信万物有灵。这种

对大自然的热爱自然而然映射到织绣作品

中，人们把自然风光美景绣成画，一针一线

绣出春夏秋冬、花鸟草虫，也用这样的方式

记录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七八岁时，杨华珍已开始展露出众的

织绣才华，她能自己缝出漂亮的布娃娃；十

六七岁时，杨华珍的手艺已经在当地小有

名气，寨子里待嫁的新娘们纷纷来请她帮

忙绣新衣。杨华珍用色彩和花纹代表不同

的寓意，设计出精美的图案，把最美好的祝

福一针一针绣进新人的美好生活中。

杨华珍对光影、构图和色彩搭配有着比

常人更细腻的观察，也因此当上了一名摄影

记者，她开始用镜头定格所见之美。但突如其

来的汶川特大地震，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时杨华珍作为摄影记者来到汶川映

秀 镇 ，一 幕 幕 惨 状 让 她 痛 心 不 已 ：交 通 瘫

痪，家园被毁，学校成为废墟，惊恐的孩子

们在残垣瓦砾中哭泣。

在震区走访时，杂乱的石块间透出的一

抹色彩吸引了杨华珍，那是一朵绣在衣服上

鲜艳的小花，在她眼中，那仿佛就是从废墟

中生长出来的生命。她彻夜难眠，决心用自

己钟爱的刺绣，带着当地妇女生产自救。

地震摧毁了太多的房屋和生命，很多

老手艺人也找寻不到了，那些祖祖辈辈传

下 来 的 刺 绣 针 法 也 被 掩 埋 在 石 块 土 坯 之

下。杨华珍意识到，必须要抢救式挖掘、保

护和传承藏羌织绣技艺，这是宝贵的民族

文化遗产。

她逐一找寻、拜访那些刺绣技艺高超

的老村民，组织她们成立阿坝藏族编织挑

花刺绣协会。她们把古老的围腰、嫁妆、小

孩子的虎头帽、云鞋等，一一从废墟中挖出

来，一点点梳理出各种刺绣针法。

当地的藏族和羌族有着长期的居住、交

流、通婚历史，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针法特色，杨华珍带着大家由此及彼一点

点揣摩各种针法技艺，抢救保存了大量藏羌

绣传统针法的老绣片。多年来，杨华珍和团

队持续不断地前往灾区、高原、农村，收集整

理藏羌绣图片、音像资料、实物等数千件。

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民族艺术品被更多

人看见，杨华珍决定走出大山。震后不久，

她 作 了 一 个 大 胆 的 决 定 —— 带 着 家 乡 的

18 位“老姐姐”闯天下，去成都创业，销售

刺绣产品。

那 一 年 ，杨 华 珍 51 岁 ，是 这 些“ 老 姐

姐”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拿出自己当记者攒

下的全部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这支大

龄创业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七旬，很

多人都是第一次走出大山。

“干不出来我们就回山里嘛。”杨华珍

笑着对身边的老姐姐们说。可第一次见到

大城市里的红绿灯，老姐姐们犯难了，她们

怎么也弄不明白该如何穿过眼前的车水马

龙。杨华珍跟姐姐们手挽手，绿灯一亮，她

高喊着“冲啊！”带着大家一起冲过马路。

她自己也没想到，就凭着这样一股劲

头，真的让藏羌织绣冲出大山，冲上了世界

时尚的舞台。

熬过了艰难的创业起步期，杨华珍的

藏羌织绣慢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在一次展会上，知名的化妆品品牌植村

秀注意到杨华珍的藏羌织绣作品，他们主动

找到杨华珍，请她负责设计卸妆油限量版的

图案。杨华珍把藏羌民族对生命的热爱融进

图案中：大地滋养着植物和花果，玉米、生姜、

山楂相映生长，一朵山茶花静静盛开。

独特的民族风情与美学意境让杨华珍

的设计大受欢迎。更多的国际一线品牌纷至

沓来，藏羌织绣的美丽图案跃上年轻人的衣

角袖间，化身胸针珠宝登上大雅之堂，中国

风艺术品越来越走在世界时尚的潮头。

最近，引领新国潮的李宁品牌设计师正

在与杨华珍一起工作，她们正在为一个全新

系列的中国民族特色运动服饰做设计。

上绷、勾稿、配线、绣制、整理⋯⋯刺绣

考验的是针尖上的慢功夫。年纪渐长，杨华

珍明白要让更多年轻人一起来创作、创新，

才能真正把老手艺代代传承。

她的徒弟中，有很多是农村妇女，她们

都是藏羌织绣技艺的传承人。跟着杨华珍，

这些绣娘有了稳定的收入，也带动家人和身

边的人过上了好日子。截至目前，她累计培

训 4000多人，徒弟中有 8人被评为州级非遗

传承人，1人成为省级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传统艺术如果不再创新，生命力就会

渐渐枯萎。”让杨华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

年轻人对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

兴趣，她的徒弟中有研究生，还有从国外学

设计回来的博士生。

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杨华珍都会带

着徒弟们到山里拜访老艺人，收集散落民

间的老技艺，听老人讲起古老的传说，灵感

也随着那些遥远的故事流淌出来。

杨华珍始终认为，艺术作品代表作者

的心，一针一线中浸润着人们对时代的思

考和感悟。

花，是她的作品中最常见的图案。她花

了 5 年时间创作出全长约 6 米的《莲花化生

图》，灵感来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而

莲花在藏羌文化中象征着纯洁永恒。这件

作 品 打 动 了 国 际 顶 尖 品 牌 爱 马 仕 的 设 计

师，他们已签约获得授权，将把这幅作品印

上该品牌的丝巾。

香港回归 20 周年时，杨华珍有感而发

创作了《五十六朵花》，56 朵花系在一根藤

上 ，象 征 56 个 民 族 同 根 同 源 ，紧 密 团 结 ，

“这就是华夏儿女万众一心的中国梦啊！”

一件流传最广的作品叫“花儿纳吉”，

在羌语中意为“像花儿一样幸福”。在羌族

地区，老阿妈的围裙上都绣着花儿，每种花

代表一个月份。杨华珍把象征不同月份的

花重新设计绣制在一起，但作品中最终呈

现出的只有 11 朵花。

“最后那一朵，开在你

我心中。”杨华珍说，那是

儿时听阿姨们唱的山歌里

传递出的古老哲理，“正月

里面无花开，花就开在每

个人的心中，想怎么开就

怎么开！”

写给故乡最美的无字情书

杨华珍 （左二） 和绣娘们一起研究织绣技艺。

杨华珍创作的 《五十六朵花》，56 朵花系在一根藤上，象征

56 个民族同根同源，紧密团结。她说：“这就是华夏儿女万众一

心的中国梦啊！”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上接 1 版）通过“塑苗”“护苗”“复苗”3 个

环节，将教育矫治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实

现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不良行为重复发

生率、辍学退学违法犯罪率“三个零”。

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第一

小学，记者看到了一堂颇具特色的主题团

日课，几名普通话流利的蒙古族学生，用表

演的形式讲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

拉马头琴、下蒙古象棋、唱长调⋯⋯在

这所小学，每名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自由选择艺术岭课程、智慧树课程

等六大类 60 门特色课程。

科尔沁右翼前旗第一小学校长撒旦高

娃说，这 60 门特色课程统称为“娜荷芽”课

程。娜荷芽，在蒙语里意为“幼芽、幼苗”。这

些课程旨在平等培养各族学生，从小激发

孩子的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虽然这是一所城区完全小学，但包括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在内的外来务工子女

占在校生总数的 5.9％。学校针对外来务工

子女开设“海日教育课程”，组织党员教师

开 展 心 灵 驿 站、校 内 认 亲、包 联 宿 舍 等 活

动，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防性侵教育：让儿童学会自我保护

“小朋友，有人要摸你们的隐私部位，

算不算性侵害？”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五一街一环翠社区，青年志愿者正在给

50 多名小学生讲授儿童防性侵知识，学生

们齐声回答：“算”。

这 名 青 年 志 愿 者 来 自 李 芸 彤 成 立 的

“女童保护”基金乌兰浩特宝露儿团队。而

该团队是在团乌兰浩特市委的支持下成立

的。3 年前，因为兴趣使然，李芸彤自学并

通 过 考 核 成 为 一 名“ 女 童 保 护 ”志 愿 者 讲

师。一次偶然的机会，李芸彤得知团乌兰浩

特市委要做儿童保护项目，苦于没有合适

人选，双方决定合作。

目前，乌兰浩特市所有的公立小学、29
所幼儿园，以及兴安盟部分小学和私立幼

儿园，每个学期都要开展儿童防性侵知识

讲座。

李芸彤还承担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咨询

工作。一个叫明明（化名）的孩子刚来咨询

时 ，回 答 提 问 不 会 超 过 3 个 字 。过 了 几 个

月，明明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现在，

明明常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还主动到李

芸彤的课堂上帮忙发宣传手册。

成 就 感 和 责 任 感 促 使 李 芸 彤 坚 持 下

去。她说，在每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或多

或少会经历不愉快的事情，“我能做的就是

帮助他们走出阴霾，学会保护自己”。

用心呵护草原上的每株“娜荷芽”

（上接 1 版）前 6次参加冬奥会都没有获得金

牌的中国冬季运动体育代表团，正面临金牌

必须“零”的突破的历史要求。从1997年起

在国际赛场几无败绩的杨扬被寄予厚望。

万众瞩目的冬奥赛场上，杨扬在志在

必得的强项 1500 米比赛中失利了，但比赛

还得继续。44 秒 187，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决赛中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

上金牌零的突破，随后，她又在 1000 米比

赛中再夺一金。“杨扬”成了中国冰雪运动

发展中的里程碑。

2006 年，31 岁的杨扬退役 。对在集训

队中成长的运动员而言，体制内安稳的工

作是“安全牌”，但她选择了另一条没什么

人走过的路。国际体育组织中缺乏中国面

孔，她主动参与力争“话语权”；体育产业新

芽初萌，她率先在南方开设冰场创业；体会

过退役阵痛，她创办“冠军基金”，为运动员

提供自我认知和就业转型培训，“希望在真

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完成转型”。

杨扬重新认识体育和自身的可能性，

源于一次尴尬经历 。1999 年，她首次参加

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会议，陌生的语言

和各国委员快节奏的交锋让她无所适从，

茶歇时，她通过翻译问会议主席：“我该做

什么？”主席回答：“这该由你来告诉我，这

是你的体育项目。”杨扬这才意识到，她可

以且应该为所在群体去争取权益，营造更

加公平、安全的竞赛和训练环境。

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让杨扬“跑步成

长”，“有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硬着头皮

上，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非常关键”。退役

后，她得到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提

名，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

会委员 ；2010 年，她成为中国首位以运动

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2016 年，

她当选为国际滑联理事，成为该组织成立

125 年来的首位女性理事；目前，她担任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在国内，杨扬也非常珍惜全国青联副

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身份赋予她的表达

机会，在校园体育、冰雪运动发展等问题上

“掷地有声”。下一个她想发声的话题是“如

何全方位展现体育的价值”。在她看来，在

体育转型阶段，强化体育社会属性，不能光

靠加强全民健身，还得从体育文化方面入

手，让大家认识到体育不光是为国争光、强

身健体或是考试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