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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90 后姑娘特日格乐出生在内蒙古牧区，从小与

牛羊为伴，在大草原上长大。“我是镇上第一个踢足

球的女生”，她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进入女足队，“我

可能考不上大学，就在老家放牧。”

特日格乐现在是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

的教练员，也曾是该队球员。这是一支建队 35 年的

校园女子足球队，80%以上的队员和特日格乐一样，

来自内蒙古的偏远农牧区。

与足球结缘后，她们有的成为家乡第一个踢足

球的女孩，有的后来进入了国家队⋯⋯这些怒放的

草原“玫瑰”，将足球踢向了更广阔的人生赛场。

捧起世界冠军奖杯之后

组建于 1987 年的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

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支校园女子足球队。走进学

校的校史馆，大大小小的奖杯一个挨着一个铺了几

米长，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座来自以色列的奖杯。随

着时间流逝，这座奖杯褪去了金黄色的外衣，但它所

代表的光荣战绩始终未曾暗淡。

1993 年，16 名蒙古族少女穿着胶鞋，身披印有

五星红旗的球衣，远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参加世界中

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中国

女足队，以五战五胜、不失一球、净胜 40 球的优势捧

起了冠军奖杯。

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从当时的老照

片中能看到，呼和浩特市民自发涌上街头，学校师生

手捧鲜花，迎接蒙校女足队员凯旋。

夺冠的消息也传到了内蒙古的偏远牧区。老家

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拉奇如德苏木的特日格

乐，曾发现一本母亲制作的剪报本，其中一页就贴着

1993 年蒙校女足队夺冠的消息。

然而，辉煌过后，当时带领女足夺冠的教练员因

病辞职，女足队面临后备人才和优秀教练员双重短

缺的困境，一度濒临解散。尽管困难重重，呼和浩特

市蒙古族学校的师生、教练员都不愿意放弃。

现任女足队总教练敖军临危受命，挑起这个担

子。没有器材，他就自己动手做；没有合适的场地，他

就拿着水管一遍遍浇土操场、捡石头；没有队员，他

就跨越 2000 多公里到农牧区招生。

家乡第一个踢足球的姑娘

由于呼和浩特市本地生源难以满足女足队的招

生需求，该校就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内蒙古全区。在某

种意义上，这也为不少偏远农牧区的姑娘打开了一

片广阔的天地。

每隔 3 年，敖军都会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内蒙

古各地招生。他回忆说，2003 年，他坐了 40 多个小时

的火车，才从呼和浩特市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又

坐了近 10 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到达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尽管路途遥远，但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

好苗子。

每到一所学校，敖军就要向学校老师、家长、学

生耐心解答，蒙校女足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加入女

足队发展前景如何？队员的食宿如何解决、安全如何

保障？敖军记得当时自己每月的工资才 1000 元，电

话费就得 800 元。

特日格乐至今对入队选拔的场景记忆犹新。当

时她在操场上排了很长的队，经过 3 轮测试，她和几

个女生通过了选拔。有教练告诉她们，呼和浩特市蒙

古族学校女足队招生，感兴趣的话和父母商量商量，

暑假可以先到学校试试，“我当时就决定要去，我想

去大城市看看。”她说。

敖军对特日格乐的印象也很深，“我没想到一所

村里的学校，总共 100 多个学生，但有好几个女生协

调性好、速度又快，是踢足球的好苗子。”敖军记得，

特日格乐当时追着他跑出了校门，高喊着：“教练，我

一定会去的！”

激动的特日格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父亲

自己要到呼和浩特踢足球。但听到女儿想踢足球的

消息，特日格乐的父母觉得是“天方夜谭”，担心她是

不是被骗了，立马给学校老师打电话询问。

家里人担心年幼的女儿到他乡没人照顾，但是

特日格乐铁了心要去。后来特日格乐从父亲口中得

知，“当时学校老师和我爸说，这是一次特别好的机

会，不要让她长大了埋怨你”。

特日格乐的父亲凑钱买了两张到呼和浩特的硬

座车票，母亲从家里找出一张毛毯。背着简单的行

李，2006 年 7 月，特日格乐和父亲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火车去呼和浩特，困了她就靠在父亲身上睡一会儿。

那时的特日格乐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踢足球，更谈

不上喜欢，她只是单纯地想去大城市看看，想坐一次

火车。她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命运会因此发生转变。

命运的转折

初到省会呼和浩特，草原姑娘特日格乐在出租

车 上 好 奇 地 望 着 窗 外 的 建 筑 ，感 叹 道 ：“ 这 儿 真 大

啊！”到学校后，她兴奋地拉着父亲在大门口拍了一

张合影，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留在这里。

经过近两个月的试训，特日格乐通过了筛选，正

式成为女足队的一员。女足队员免食宿费，学校还给

女足队员免费提供队服、足球鞋、训练器材，每年冬

天全体队员到南方冬训，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特日格乐正好赶上学校新建了塑胶操场，从小

在草原上长大的队员们惊奇地说：“原来草还可以

‘造假’，草还有白色的。”铺好足球场的第一天，女足

队员们光着脚丫踢球，生怕弄坏了人造草坪。

新学期结束，特日格乐放假回家，父亲为了奖励

她，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镇上给她买了一双

200 多元的运动鞋。对于只穿过二三十元鞋的特日

格乐来说，这双鞋简直是“奢侈品”。

2009 年，敖军带着女足高中队到湖北省武汉市

参加第十届中学生运动会。那是大多数队员第一次

走出内蒙古，到外省参加比赛。特日格乐回忆说：“大

家都特别激动，在火车上玩闹，兴奋得睡不着。”

因为比赛、集训，这些来自农牧区的姑娘有了更多

机会去全国各地，有时还能去国外踢球。敖军总会尽量

挤出时间，带孩子们参观名胜古迹，品尝当地美食。

后来，特日格乐的妹妹也主动到呼和浩特参加

测试，并顺利进入蒙校女足队。特日格乐说，像她这

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好多队员都是亲姐妹。足球让特

日格乐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她考上了内蒙古农业

大学，还在蒙校做助理教练，工资从最初的 500 元涨

到 2000 元，“够我和妹妹两个人的生活费，我再也没

问家里要过钱”。

毕业后，特日格乐被正式聘任为女足队教练。尽

管平时周末、寒暑假都要加训，有时候过年也在外

地，但是特日格乐仍乐此不疲，因为她觉得“找到了

一生钟爱的事业”。

回流与传承

同样因足球发生命运转变的还有邰玲玲。1994
年，年仅 10 岁的邰玲玲成为蒙校女足队的一员。她

入队训练的那几年，正是中国女足大放异彩的年代。

在 1998 年 曼 谷 亚 运 会 上 ，中 国 女 足 以 五 战 全

胜、一球不失的战绩，第三次捧起冠军奖杯。中国女

足夺冠的消息让蒙校女足队员振奋，邰玲玲也在心

中埋下了立志加入国家队的种子。

她每天准时凌晨 5 点起床，比其他队员早起 1 小

时，多跑 20 圈。有天赋又格外勤勉的邰玲玲，后来被

天津汇森女足队选中。

进入职业队后，邰玲玲看到自己与专业选手的差

距，开始拼命训练，“感觉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与此

同时，从女超联赛、全运会，到全国锦标赛，她在各项

赛事的锤炼下迅速成长起来，并赴日本等国训练。

凭借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作为前锋的邰玲玲

2005年入选国家队集训营。这个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

特旗农牧区走出来的姑娘，成为中国女足的一员。

在蒙校女足队，这样的传奇一直在续写。乌日力

格、乌日古木拉 2019 年 5 月被选入国家黄队；苏日木

尼入选国家青年队。更有 32 名队员先后转入各省市

女足俱乐部、职业队。

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

试点省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也搭上了改革的

快车，被确定为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学校修建了绿茵

操场，购买了专业设备，还建立了球队诊疗室，聘请

了队医，购置了医疗康复设备。基于学校 12 年一贯

制的教学模式，组建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梯队，每个

年龄段梯队单独编班，为女足队培养源源不断的后

备人才。

与此同时，蒙校女足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2017
年，获得泛太平洋中学生运动会第四名；2018 年，获

得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高中组）挑战赛第一名、冠

军赛第二名、超冠赛第二名。

邰玲玲因伤退役后，接受敖军的邀请重返母校

成为校队教练，邰玲玲说：“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

对蒙校、对这些蒙古族孩子有着很深的情感。”

2015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选

派 240 名体育教师到法国集中培训。在法国 3 个月的

学习，让邰玲玲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她不仅学到

了新知识，也转变了教学观念，“我们应该更多地让

孩子在踢球时感到快乐，尤其是 13 岁以前的孩子，

以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才是教学目的”。

小学队、初中队以兴趣培养为主，也成为蒙校女

足队的培养理念。敖军介绍，平时训练时，会加入各

种小游戏，“首先让孩子们对足球产生兴趣，进入初

高中阶段再增强技能训练。”

不久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呼和浩特市蒙古族

学校的操场上看到，阳光照耀着女足队员的脸颊，她们

在近 30摄氏度的天气里训练，汗水顺着脖子不停流下

来，还有一名队员胳膊上打着

石膏，仍在练习颠球。

记 者 随 机 问 起 女 足 队

员 徐 日 训 练 累 不 累 ，她 笑

着 说 ：“ 训 练 一 点 儿 也 不

累 ，我 反 倒 最 期 待 每 天 的

训 练 ，在 操 场 上 奔 跑 、踢 球

特别舒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检察院

4 楼的“赖老师工作室”，几千封学生来信

整齐地摞在一起，摆满了一个长桌。

一 封 来 自 永 福 县 三 皇 初 中 2003 班 学

生小雪的信中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对

未来生活十分迷茫的人。听了赖老师的课

后，这个在乡镇中学就读的花季女生感觉

自己的困惑得到了解答，“那天，本来是平

凡的一天，却因为您的到来变得不平凡”。

赖老师叫赖家明，是永福县人民检察

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他坚持 18 年到永

福县的中小学给孩子们讲法治课，并成立

“赖老师工作室”，开通“赖老师信箱”，为学

生、家 长 提 供 一 个 诉 说 内 心 困 惑 及“ 一 对

一”帮教的场所。

他收到的信中，每个孩子都展现出无

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赖家明看来，这是他

们的父母、老师平时不容易触摸到的世界，

而他打开这个世界的“钥匙”，是梦想。

“我的心情也跟那块猪肉
一样掉在了地上”

6 月 17 日，在永福县明德小学的阶梯

教室，赖家明给台下的 100 多名学生讲课，

主题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朋友们谁到过桂林？谁到过南宁？

请举手。”

有三四个孩子举手。

“那到过北京的呢？”

话音落下，没有一个人举手。

赖家明接着说起他小时候的第一个梦

想，就是去北京天安门。为了这个梦想，他

前后参加过 7 次高考。

1980 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第一次

来到永福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他兴奋地

拿到试卷后却蒙了——一道题都不会做，

“我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全部选 C”。

考分出来的那天，赖家明的母亲为了

庆贺，专门到集市上买了块猪肉。得知他考

了 186 分，母亲一开始很高兴，但听说这是

5 科的总成绩后，她手上的猪肉啪的一声

摔在地上。

“我的心情也跟那块猪肉一样掉在了

地上。”赖家明挥动他厚实的大手，诙谐的

话语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当他说起自己

在周围人质疑、讥笑的议论中，接连参加 7
次高考，终于在 1986 年考上广西玉林师范

专科学校时，安静的教室响起热烈的掌声。

他用这些经历告诉孩子们，一个有梦

想的人才不会浪费光阴，迷茫度日，只要坚

持，总有一天能实现梦想。

“他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课后，明德小

学六年级学生陈柳玲说，之前也有人跟她

谈过梦想的话题，但总是一脸严肃，可赖老

师像个大哥哥一样，听他说追梦的过程让

人热血沸腾。

“这条路，我一定要走下去”

给孩子们上法治课并不是赖家明的主

业 ，在 永 福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他 做 过 普 通 干

警、办公室主任，后来担任副检察长。长期

以来，他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坚

持给孩子们上法治课。这 18 年来的坚持，

缘起于 2000 年永福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案件。

当时，一名 16 岁学生在网吧因游戏卡

纠纷，将一名 14 岁少年打成重伤，被关押

在看守所。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少年的母

亲找到赖家明，想去看守所探视儿子。探视

见面的十几分钟，母子二人隔着铁栅栏抱

头痛哭，全程没有说一句话。看到这一幕，

深受触动的赖家明产生了用实际行动帮助

迷失方向的农村孩子的想法。

经过近 4年筹备，在永福县人民检察院、

县人民法院、公安、共青团等部门共同参与

下，桂林市第一个致力于为青少年成长服务

的志愿者组织——永福县“呵护未来”志愿

服务队成立，赖家明担任服务队队长。

接触问题孩子的过程中，赖家明发现不

少因父母管教缺失、社会不良习气引导而犯

错的乡村孩子，内心其实也有单纯的一面。

2005 年 10 月的一个早晨，永福县一所

中学出现多名学生斗殴的严重不良行为，

赖家明协助学校对学生进行帮教。直到下

午 1 点，教育工作还未见成效。这时赖家明

想起孩子们还没吃午饭，于是把钱交给一

名学生让他去帮买 5 份盒饭。等了半晌，这

个粗心的学生却只买回了 4 份，赖家明想

起包里还有一个早上没来得及吃的粽子，

便递到没有盒饭的学生手上。

让赖家明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小小的举

动，竟让几个孩子哭了，他们说：“赖老师，我

们错了，是我们害得您连早餐都没有吃。”

2006 年，堡里乡拉木小学校长骑着自

行车到检察院来找赖家明，想请服务队去

学校给学生上法治课。这所学校是一个只

有 140 多名学生的偏远乡村小学，绝大多

数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第二天，当他走进学

校，眼前的一切都是破旧的，只有一样东西

是崭新的，就是旗杆上的那面国旗。

操场上的课上到一半时，突然下雨了，

140 多名学生跑进一楼的一间教室 。上完

课后，赖家明说想让孩子们表演个节目。孩

子们异口同声地唱起国歌，这是他们唯一

每个人都会唱的歌曲。

透过窗户，赖家明看到操场上那面在

雨中飘扬的五星红旗。他突然觉得这些山

里的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

们更要关注、呵护他们，从那一刻起，我就

坚定了这条路，我一定要走下去。”

为什么法治课要讲梦想

尽管法治课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校的欢

迎，但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初期，大多是讲

法治案例和相关法条。一段时间后，赖家明

发现很多讲过的知识，孩子都记忆模糊了。

赖家明开始思考，如何用有限的课堂

时间，深入青少年的内心。在他看来，一个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走上犯罪道路，受很

多因素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

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和目标，从而随波逐

流，迷失方向。

“梦想，对很多城市孩子来说是个熟悉

的话题，可我在接触农村孩子的过程中，发

现他们普遍没有梦想、没有方向，也因此没

有动力。”赖家明说，从 2020 年开始，他开

始 在 法 治 课 上 加 入“ 我 的 未 来 不 是 梦 ”主

题。这样的法治课，不直接跟学生讲故意伤

害、盗窃等法律术语，而是从内心深处唤起

他们对理想的向往，让他们萌生走出大山

的希望。当他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优

秀的人，要去更宽广的世界拥抱精彩的人

生，他就会更自觉地遵纪守法、热爱生命。

2020 年 5 月 ，永 福 县 检 察 院“ 呵 护 未

来”志愿者服务队接到永福一中学教师的

求助，请赖老师对一名高三女生进行心理

疏导。这名女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一

次模拟考失利，觉得对不起在乡下劳作的

父母，突然心理崩溃不想继续上学。

赖家明赶到学校了解情况后，去女生

所在的班级上了一堂“我的未来不是梦”主

题课，因为担心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会令

她产生更大压力。

2020 年 8 月，高考过后，女生在写给赖

家明的信中说：赖老师，也许对于您而言，

我只是您所帮助过的众多对象之一，但您

对我的开导确实将我从放弃的边缘拉了回

来。您告诉过我：“放下，往前走。”后来的我

无论经历了什么，都提醒自己要放下过去，

往前走，因为前方有更美好的东西值得我

继续追逐。

后来，这个女孩不仅考上心仪的大学，

还提出想加入“呵护未来”志愿者服务队，

为更多像她这样迷茫的人提供帮助。

用自己的心去换孩子的心

“赖老师工作室”里收藏着一幅永福县

学校布局示意图，每到一个学校讲课，地图

上就会被标上一面小红旗。永福县是一个

汉、壮、瑶、回等民族杂散居的半山区县，这

些年，赖家明和志愿服务队成员走过永福

县大小 100 多所学校，这张地图也被标记

得满满当当。

赖 家 明 还 记 得 ，刚 开 始 带 着“ 呵 护 未

来”志愿服务队下乡讲法治课时，有人说这

个队伍能坚持 3 年就不错了。3 年过去，有

人又觉得最多能做 5 年。直到坚持 10 年后，

周围才没有了质疑声。

“我们一般都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义

务去学校讲课。”赖家明的同事、志愿者张

杰说，这支服务队从不给学校添任何麻烦，

即便学校邀请他们吃饭，他们也会拒绝，大

家要么自带盒饭在下乡的路上吃，要么在

单位吃完饭再过去。

每次出发，赖家明都会背上一个大大

的背包，里面装着一个音箱、一个话筒，还

有一沓给孩子们准备的书签礼物。很多村

校条件简陋，志愿者会带上投影仪和幕布，

便于众多学生一起观看课件。

有一次赖家明和服务队队员去苏桥镇

石门小学上课，课后跟学生交流时，赖家明

突然感到背后一阵清凉，转头一看，原来有

个女学生拿着小风扇一直在给他吹风。女

生说：“赖老师，我看您衣服都湿透了，给您

吹吹风”。

还 有 一 次 在 永 安 乡 太 和 小 学 上 完 课

后，一个小女孩走过来问他：“赖老师，你可

以抱一下我吗？”赖家明轻轻抱了一下她，

女孩哭了，她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

母了。赖家明说，孩子们的眼神让他想再回

学校来看看他们。

由于乡镇学校路途遥远，赖家明经常

夜里上完课，返回县城时已过凌晨。他常在

车上问大家当天有什么收获？年轻同事回

答说：“我们今天收获了几百颗心。”

在赖家明看来，这支队伍之所以能赢

得孩子们的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课讲得

有多好，而是检察人的温度、责任感和真诚

打动了学生。一名学生在来信中说，“上课

时，我其实看您的胸章（检徽）很久了，它看

起来很神圣”。

如今，除了下乡上法治课，赖家明还会

抽出更多时间，在“赖老师工作室”为青少

年和家长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服务。

前不久，赖家明接待了一个因家庭教育

不当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有自杀倾向的女

孩，她的手臂上划了几十道伤痕。给女孩做心

理疏导时，他表扬了女孩主动求助的行为，告

诉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什么时候都可

以来找赖老师，让她觉得有依靠和安全感。

经过多次沟通教育，女孩最近一次来

工作室时高兴地跟他

说 ：“赖老师，我觉得

学校食堂的西红柿炒

鸡蛋特别好吃 。”“我

知 道 她 开 始 变 好 了 ，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赖

家明说。

十八年给村里娃讲法治课
检察官用一把梦想“钥匙”打开孩子的心

6 月 2 日，赖家明率“呵护未来”志愿服务队到广西永福县向阳小学开展“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教育活动。

永福县人民检察院供图

2021 年 9 月 28 日赖家明（左三）到永福县堡里镇河东村瑶族群众家中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 永福县人民检察院供图

走近一支建队35年的蒙古族学校女足队——

草原“玫瑰”正怒放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是一支建

队 35 年的校园女子足球队，其中 80%以上的队
员来自内蒙古偏远农牧区。与足球结缘后，她们

有的成为家乡第一个踢足球的女孩，有的后来
进入了国家队⋯⋯这些怒放的草原“玫瑰”，将
足球踢向了更广阔的人生赛场。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5 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员进行传球训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