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从日本东京传到数千公里
外的沧县崔尔庄镇闫村，比想象中
慢得多。

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 97公斤
级决赛开始 2小时后，闫盼盼的家
人依然没能在电视上看到比赛画
面。最先坐不住的是一家之主闫建
凯，朴实了一辈子的他在心里嘀咕
起来：“坏了！准是儿子没比好，
电视台没让播……”

“但就算再差也得有个成绩
吧！还是说儿子在比赛时受了
伤？”闫建凯彻底坐不住了。他在
手机上搜索“闫盼盼 残奥会举
重”，显示的第一条信息让他兴奋
不已：31岁的中国选手闫盼盼，以
第二次试举 227公斤的成绩夺冠，
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金牌！

奥运冠军

8月 29日下午，日头正盛，闫
建凯着急忙慌往家赶。

再有几个小时，他的儿子闫盼
盼将会出现在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
97公斤级决赛的赛场上。他要在比
赛开始前赶回去，在电视上见证这
一时刻。

关注这场比赛的并非只有闫家
人自己。

几天前，村民就在村口拉起了
横幅：“衷心祝愿闫盼盼残奥会参
赛成功”。

尽管闫盼盼早就已经是全国残
疾人举重锦标赛、全国残运会、举
重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冠军，但在
村民拉起横幅的那一刻，闫建凯还
是犹豫了：“毕竟头一次参加残奥
会，万一没比好，多丢人！”

为这，他好几天没睡踏实。
17:30，比赛准时开始，但电

视并没有直播这场比赛。
村里其他关注比赛的人也发现

了这件事，纷纷在微信里问闫建凯
是不是记错了时间。

闫建凯确定自己没有记错，但
这反倒让他担忧起来——今年年
初，儿子在训练时，肩膀意外受了
伤，可伤得多重、会不会影响比
赛，儿子从来不说。

远在东京的闫盼盼，确实正忍

受着伤病的折磨。虽说还能比赛，
但疼起来真要命。究竟能发挥出几
成实力，连他自己也拿不准。

出征前，闫盼盼曾定下了“保
二争一”的目标。在他心里，真正
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 2018年亚
锦赛和 2019 年世锦赛双料冠军
——伊朗选手索尔西波拉万基。

赛场上，面对数次击败过自己
的对手，闫盼盼克服伤病，展现出
了应有的实力。开把就成功举起
223公斤，确立了第一的位置。第
二把又举起 227 公斤，锁定了金
牌。

出色的临场发挥，给了闫盼盼
挑战世界纪录——243公斤的勇气。

在此之前，他举起的最大重量
是 240公斤，并且是在心态更放松
的训练时举起来的。而眼下，既有
伤病困扰，又是首次参加奥运比
赛。能不能成功？会不会造成更严
重的伤病？一切都是未知数。

“竞技体育的过程不就是不断

冲击记录吗？我曾一连举起过 4次
230公斤，身体上肯定能承受。”闫
盼盼向教练道出了自己的理由。

闫盼盼第三次仰卧在举重床
上，他要挑战243.5公斤。

握杠、收回、举起……闫盼盼
成功举起了杠铃，但可惜由于动作
不够标准，裁判判定失败。

但他并不遗憾，迫不及待地给
父亲打通了电话。

挑战命运

闫建凯甚至比闫盼盼还高兴。
这么多年，儿子的未来一直是他的
心病。

闫盼盼 8个月大时，患上了小
儿麻痹症，双腿留下残疾。

上学那阵儿，他的学习成绩还
不错，也考上过大学。但最终因为
行动不便，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
会。

父亲为他想好了出路：学一门

养家糊口的手艺。
但这并不是闫盼盼想要的，他

不想认命。
他同父母谈论自己的腿疾，这

曾是一家人避之不及的话题。
那一刻，闫建凯知道，儿子长

大了。
2013年，闫盼盼参加了残联组

织的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并从近
200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有的两
名入选举重队的队员之一。

闫盼盼从小壮实、力气大，和
同学掰手腕从没输过。可即便如
此，和队里其他运动员比起来，闫
盼盼还是瘦弱得很。进队头 3年，
闫盼盼成绩一直垫底，人们甚至一
度质疑他成为举重运动员的可能
性。

闫盼盼没有放弃，他又给了自
己 3年时间：“这是一次证明我不
比任何人差的机会，放弃了，会后
悔一辈子。”

他一天训练六七个小时，无数
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唯一变化的
是不断提升的杠铃重量，80公斤、
85公斤、90公斤……一直涨到 240
公斤。

黑马出栏

对闫建凯夫妇来说，儿子在举
重队的经历像一个谜。

闫盼盼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吃
过的苦。最累的时候，田径场里雨
淅淅沥沥，闫盼盼却想躺在场地
里，不愿起来。

仿佛触底反弹一般，2017年之
后，闫盼盼终于步入了平滑而顺畅

的上升曲线。
2017年入选国家队，参加在墨

西哥举办的世锦赛。初次登上国际
赛场的他，就获得了第八名的好成
绩。尽管在赛场上，闫盼盼紧张得
小腿肚子直打转。但经此一战，他
打心里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了！”

同年，闫盼盼参加全国残疾人
举重锦标赛，并斩获金牌，让当初
那些并不看好他的人直呼“奇
迹”。登上领奖台、手握金牌的那
一刻，闫盼盼仍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虽然不是纯金的，但就算有
人拿金子跟我换，我也不换。”

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的“奇
迹”在一年后被复制。

2018年，闫盼盼再次征战这项
赛事，以超过上一次 15公斤的成
绩再次夺冠，赢得一马平川。

一次是奇迹，两次是幸运，那
三次、四次呢？

2018 年，亚锦赛铜牌；2019
年，世锦赛银牌；2021年，举重世
界杯金牌！闫盼盼一步一个脚印，
直到将残奥会冠军也收入囊中。

从东京回来，眼下，闫盼盼还
在北京集中隔离。对他来说，这次
夺冠并非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
开始。

等隔离结束后，他将开始下一
轮的备战，为获得下届残奥会的参
赛资格做准备——11月的世锦赛，
2022年的亚锦赛……“有人把我想
得很苦，好像因为这病受了多大伤
害、有多大委屈似的，其实我从不
这么认为，反而觉得它让我学会了
坚强，并拥有了从前不敢想象的人
生经历。”

和母亲分享胜利的喜悦和母亲分享胜利的喜悦

举起残奥会金牌举起残奥会金牌

长期的力量训练长期的力量训练，，加上双腿残疾加上双腿残疾，，闫盼盼上半身健壮闫盼盼上半身健壮，，腿部却很细腿部却很细。。

举起改变命运的重量举起改变命运的重量举起改变命运的重量
本报记者 张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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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29日17:30，在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9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闫盼盼夺得金牌。

而与此同时，在距东京数千公里外的沧县闫村，闫盼盼的家人正在电视机前翘首以盼。但他们并没有等来直播信号，父亲

闫建凯不禁担心：“坏了！准是没比好！”

追梦不是追梦不是
年轻人的特权年轻人的特权

王德顺再一次惊掉了人们的下巴——
上个月，85 岁的他顺利领取了飞行驾

照，实现了飞天梦。而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刷
新了我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的纪录，也打破
了人们对“老人”的固有印象。

王德顺何许人也？
年轻时当过售票员，也当过工人。他不

安于现状，边工作边读书，转行成为话剧演
员。49 岁成了一名“北漂”，专门研究哑
剧，参演了《闯关东》《重返20岁》等一系
列作品。50岁开始健身，65岁学会骑马，78
岁学骑摩托，79 岁上 T 台走秀，80 岁学打
碟，再到85岁驾驶飞机实现飞天梦……

从演员、模特再到挑战蓝天，不服老的
王德顺追寻着一个又一个梦想，有网友评论
他：“年龄最大的追梦人，感动，佩服！”

曾有人问他：“待在家里陪伴儿孙，享受天
伦之乐；或是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颐养天
年，不好吗？”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我想要
的。我还有美梦要做，我还要追求快乐的生
活！”王德顺坚定地回答，“年龄老不老，是
老天爷决定的，我们左右不了。但心态老不
老，是自己决定的，评判的标准就是看你敢
不敢尝试没做过的事。”

的确，追梦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特权。
广西钦州70岁的杨奶奶，退休后开始学

习架子鼓。在侄孙的婚礼上，她挥动鼓槌，
奏响了自己的祝福，精气神不输年轻人；

陕西宝鸡76岁的辛世武，55岁时迷上发
明创造，至今完成31项发明，其中5项获得
发明专利；

以及有着“励志奶奶”之称的摩西，70
多岁拿起画笔，80岁在纽约举办画展；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些励志的

老人让我们看到，无论年岁几何，都应该保
有对生活的热情。

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敢
想敢做的勇气和底气！

当你想说“太晚了”的时候，一定要谨
慎，因为它有可能只是退缩的借口。只要去
做，任何时候都不晚。

诚然，很多事情，从感兴趣到做好，需
要付出很多努力。但只要有着一颗勇于追梦
的心，每个人都能成为被羡慕的对象。

知 言

“常见的灭火器有哪 4种？”“电器、衣
物起火分别适合用哪种灭火器？”上周末，
运河区滨河社区为辖区儿童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科普活动。与以往不同，这次科普活
动是由社区居民“众筹”出来的。

几天前，滨河社区党委书记赵敏在居民
群里发了一条信息：社区准备举办儿童科普
问答活动，邀请小区居民来参加。

居民韩振超看到消息，不但给孩子报了
名，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韩振超就职于一家专门生产安全
体验馆的企业，他们生产的模拟灭火设备刚
好适合给儿童普及灭火知识。他向赵敏提
议，把普及灭火常识纳入到科普活动中来，
而他则可以为这次活动无偿提供模拟灭火设
备。

韩振超的提议不但得到了赵敏的支
持，也如同一块敲门石，打开了居民们的
思路。

有人为韩振超的提议点赞，并补充道：
“要是能邀请消防员来做讲解就更好了。”

紧跟着，就有居民接过了这个任务。
很快，消息传来了——届时，消防员不

但会参加活动，还会邀请孩子们到沧州经济
开发区兴业路消防救援站参观。

举办科普活动的日子很快就到了。10
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次活动，还有不少好奇的
成年人也忍不住过来一探究竟。

“滨河社区是个成立不久的新社区，但
辖区居民都很热心，对社区工作非常支持，
像这种‘众筹’出来的社区活动已经办了很
多次了。”赵敏说。

一场一场““众筹众筹””的的
科普活动科普活动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只因身上这件白大褂只因身上这件白大褂
很多时候，辛景超会觉得自己

是个自私的人——父母住院、女儿
高考、丈夫手术……这些年，家里
大事小情，她都没帮上什么忙。

但在别人心里，辛景超却是最
无私的那一个。

43岁的辛景超是一名医生，在
黄骅市骅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副
主任。和其他医生相比，她不必经
常面对生离死别，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这里担负
着 23.8平方公里内近 12万居民的
疫苗接种和老年慢性病体检等工
作，而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工作人员
全算上也只有 60多人，其中医务
工作者只占六分之一。

每天早到一小时

来体检的老人大都知道，骅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时开门，但辛

主任 7时左右就会到，提前为他们
录入信息。

每天早到一小时，这几乎成了
辛景超和老人们不成文的约定。

“老人们空着肚子来体检，耽搁
久了对身体不好。我早到 1小时，
提前做好检前工作，这样老人们就
能早点儿体检、吃饭了。”辛景超
说。

23年前，辛景超实现了儿时梦
想——穿上了这身白大褂。从那天
起，“仁心仁术”4个字就像血液一
样融入了骨子里。

6月的一天，一对老夫妇过来
体检，但因为已经吃了早饭，只能
作罢。

辛景超知道后，向老人讲解了
体检前的注意事项，邀请他们第二
天再来，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没想到，第二天下起了大雨。
“雨天出行不方便，老两口儿可千
万别因为又体检不了着急。”辛景
超拨通了老人的电话，开车把老人
接了过来……

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琐碎而又
辛苦。除了体检、疫苗接种等医疗

工作外，辛景超还得入户为辖区老
人发放体检单。

上楼、下楼、敲门、问好……
一天下来，辛景超腰酸背疼、口干
舌燥，微信步数最少的时候也得 1
万多。

其实，像发体检单这种事，辛
景超是可以不去的，但卫生服务中
心人手紧张，“多一个人去，就能早
一天发完，老人们也能早一天过来
体检。”

想变成“千手观音”

“你好，请扫码、测量体温。”
一转眼，辛景超到黄骅客运站疫情
防控检测卡点值勤已经一个多月
了。

一年多来，这已经是辛景超第
四次穿上隔离服了。

对进出车辆、人员逐一排查，
测温、查证、验码、登记……尽管
已是 9月中旬，但闷在厚厚的隔离
服里，辛景超的皮肤经常被汗水泡
得发白。

这段日子，辛景超值勤卡点和

卫生服务中心两头跑，恨不得变成
“千手观音”。

她工作起来不要命，认识的人
都知道。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袭华夏大地，辛景超主动报名，来
到黄骅南高速路口值勤。

夜晚寒风刺骨，裹着3层棉大衣
也无济于事。

为了让其他人少遭罪，辛景超
总是抢着值夜班。可很少有人知
道，她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还是
个病人。

在值勤点上，辛景超一忙起来
就忘了吃药，好几次险些晕倒。即
便如此，她也没缺过一次勤。

“不救人穿什么白大褂？”

“我是一名医生，不救人还穿
什么白大褂？”辛景超时常这么说。

可为了这句话，辛景超舍弃了
许多。

去年辛景超在防疫一线值勤
时，母亲正住院化疗。“按理说，
这个时候，当儿女的是一定要守

在跟前的。可面对疫情，我不能
为了自己而让别人去冒险。”

8月初，辛景超的丈夫住院取
钢板。就在这个当口，她接到通
知，要组织人员去防疫一线值勤。

“我知道这是个苦差事。所以，就
算家里有特殊情况，我也得去！我
是医生，更是党员，这个时候不
上，什么时候上？”

……
辛景超永远把工作摆在第一

位，但她并不是铁石心肠。
对于家人，辛景超满心愧疚。

她时常会为这样的选择责备自己，
一有时间和机会，就竭尽所能去补
偿家人。

这段时间，她白天在一线值
勤、在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群众，到
了晚上，就到医院陪护丈夫。

生活中，辛景超有很多角色：
妻子、女儿、母亲。但面对工作，
她 只 坚 守 一 种 身 份 —— 医 生 。

“累，特别累！但如果再让我选择
一次的话，我还会作出同样的选
择。因为我是党员，因为身上这件
白大褂！”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菁

生活中，辛景超有很多角色：妻子、女儿、母亲。但面对工作，她只坚守一种身份——医生。疫情出现时，她4次冲上防疫一

线；寻常日子里，她把12万辖区居民装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