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镜的冰面上，退役短道速滑
运动员邢岩穿着溜冰鞋，旋转、滑
行，然后慢慢站定。他背对灯光，
缓缓闭上双眼又抬起双臂，似乎在
享受这一刻，又似乎在拥抱着这片
冰场。

如今，28岁的邢岩，已是一名
冰雪运动教练员，也是黄骅市轮滑
协会的秘书长。

5年，提升9.78秒

“从事一项单调枯燥且难度极高
的冷门运动，真的明智吗？”十多年
来，不止一个人这样问过邢岩。

而面对相似的问题，邢岩的回
答也同样没有变过：“我从一开始就
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种艺术与竞
技的结合，让我无法自拔。”

邢岩出生在我国冰雪大省——
吉林，他从小就对冰雪运动展现出
极大兴趣，可他的冰雪之路走得并
不顺畅。“父母担心有危险。更重要
的是，在当时，冰雪运动远不如现
在普及，公众认知度还比较低。在
很多人眼中，这甚至算不上一项正
经运动。”

但父母的反对并没有影响邢岩
对这项运动的喜爱。每到放假，
他就坐半个多小时公交车，偷偷
去离家最近的轮滑场训练，受了
伤也不敢跟父母讲。那时，他还
是一名小学生。

2006 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
临近，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日益
高涨，中国冰雪运动也如一名启蒙
较晚的“上进生”，在世界舞台上崭
露头角。那一年，经父母同意，邢
岩终于如愿加入当地一家俱乐部，
成为一名业余选手。

第一次队内比赛，300米短道
速滑，邢岩用了36.31秒，比第一名
落后了整整 3秒。这样的差距，即
便是在业余选手中，也是巨大的。

意识到差距的邢岩，试图通过
大量训练来弥补成绩上的不足。但
在当时，基层教练少之又少，“更多
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训练才能提
升成绩。”

困难重重，但邢岩还是追上了
差距，更在当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滑
出了31.45秒的成绩。

这已是俱乐部历史最好成绩，
但站在全国锦标赛的赛场上，与专
业运动员同台竞技，邢岩依旧只能
排在十五六名之外。

这次比赛，让邢岩意识到了什
么是天外有天，更意识到专业化系
统化训练的重要。他愈加刻苦练
习，先后考入吉林省体育学院、加
入省级以上专业队。

成为专业运动员后，邢岩的每
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有了目
标：更快。

体能训练、力量训练、小肌

肉群训练、腿部肌肉抗酸能力训
练……邢岩每天都要训练十来个小
时。

训练过程枯燥、辛苦而又漫
长。邢岩也曾因为成绩止步不前而
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走这条路。但这
种怀疑通常只在一瞬间，他明白自
己不再是为了强身健体才学着玩儿
的，坚持下去，瓶颈总会突破。

一年后，在一次赛前训练中，
他终于在短道速滑 300米项目上实
现了突破，滑出了26.53秒的最好成
绩——比 5年前在俱乐部进行的第
一场队内比赛成绩，提升了 9.78
秒。而他也很快在全国比赛中崭露
头角，接连折桂。

另一条赛道

2011年，已经将冰雪运动融入生
命的邢岩，从赛场上转身，来到天
津，成为一名基层教练。

于他而言，不能继续上场比赛
是一种遗憾。对这种角色的转换，
他也曾不适应过，但4年培养出3个
全国冠军的傲人成绩，让他重新理
解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做运动员和
做教练，都是在为我国的冰雪运动
事业作贡献。”

2016年，在圈内小有成绩的邢
岩，受邀来到黄骅一家运动机构担任
教练。可当他满怀雄心壮志出现在训

练场上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却让他
的心情比冰场上的冰还要凉——作为
一个县级市，当时的黄骅，在冰雪运
动的普及上远不及天津。偌大的训练
场上，只站了5位小学员，还不如邢
岩在天津时的零头多。

尽管有些失落，但邢岩很快就
调整了过来：“我自己不也是从零一
路走过来的吗？只要肯坚持，没有
到不了的彼岸！”

他将过去几年获得所有荣誉尽
数封存，轻装上阵。“那些荣誉只属
于过去，我现在的任务就是为沧州
培养出更多冰雪小将。”对未来，邢
岩信心满满。

新的认识

同为运动员，邢岩清楚地知
道，训练强度与成绩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待这些孩子，他总是
显得格外严厉，甚至苛刻：“天底下
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冠军，有的
只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坚持。”

而这些孩子也没有让他失望。
相同的动作，练了一遍又一遍。有
时，连父母都心疼了，可他们依旧
一如既往地坚持。

成绩总会随着付出而来。
2016年冬天，邢岩来到黄骅的

第九个月，他带领 5位小学员，参
加全国邀请赛。其中一位学员在同
组 16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在短
道速滑 1000米项目上，获得了全国
第三名的好成绩。在其后举行的河
北省锦标赛上，他的学员更是包揽
了少年男子乙组、少年男子丙组所
有的单项冠军……

邢岩的坚持换来了回报。当初
的小众运动，如今已拥有如此广阔
的市场。如武大靖、谷爱凌等越来
越多的冰雪运动员成为孩子们的偶
像，北京冬奥会更是点燃了全国人
民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如今在黄骅，长期跟随邢岩训
练的学员已经超过 20个，看着他们
一次次摔倒再站起来，他仿佛看到
了曾经的自己，而这也让他对冰雪
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只关
注成绩，总想着下一场能比上一场
快零点几秒。而现在，我更在意这
项运动带给孩子们的改变——快
乐、坚强还有自信，而这些，会成
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踏上冰场 踏上人生主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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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有句话，叫“每逢佳节胖三
斤”。虽然是玩笑，却说明人们日子富
裕，不必再过老辈人那种吃了上顿没下
顿的苦日子。

除夕夜，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这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过去，家
家户户就算再穷，到了这一天也都“大
方”起来。如今，年夜饭更加丰盛，煎
炒烹炸，闷溜熬炖，哪家不是如此？

大年初五那天，遛早回来，正好碰
见邻居倒垃圾。说话时，瞧见废品袋里
装的净是剩饭菜，刚想说“浪费了真可
惜……”，邻居却笑嘻嘻道：“现在过
年，鸡鸭鱼肉都吃不动了，反倒有些想
念当年常吃的炖白菜豆腐汤。”

邻居的话，我深有体会，思量着：
原来家家户户都一样——鸡鸭鱼肉平时
就能吃到，过年时，纵使摆上一大桌饭
菜，也吃不出当年白面馍的香味儿。就
连我家养的宠物狗，如今也跟着享起了
福，整天剩肉、剩饭、剩菜、狗粮另加
汤汤水水，也算是“四菜一汤”。

可是，日子再富裕也不能糟蹋粮食
啊！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朋友都会背
的唐诗，大人怎么就忘了呢？

有人说了，剩饭菜里亚硝酸盐超
标，吃多了会致癌。

是真是假，我说不清楚，但要不想
吃剩饭，少做点儿不就行了嘛！

追求健康和生活品质不是错，但这
并不意味着可以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就算日子一天天好了，咱也没有任何权
力浪费。不管到什么时候，勤俭都是咱
们的传家宝。不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
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如此看来，富裕日子节俭过，是一
种习惯，更是一种智慧。

李占武

十多年前，从邢岩成为冰雪运动员的那一刻起，冰场，就成为了他人生的主场。

后来，他从赛场上转身，成为一名基层教练。对他来说，不能继续上场比赛虽然遗憾，但欣喜的是，当初的小众运动，如今已拥

有如此广阔的天地。

拍运河，拍城建，拍凡人善举……
对于狮城草根摄影班的成员们来
说，幸福就是将身边的每一处美
景、每一次感动，统统装进镜头里。

聚 首

在这个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摄
影团体里，虽然大家是因为同样的
爱好走到一起的，但每个故事的开
始又不尽相同。

66岁的刘秀文开玩笑说，他是
被“挑”进摄影班的。只不过这个

“挑”，是挑毛病的“挑”，不是挑选
的“挑”。

彼时，刘秀文学习拍视频已经
3年了，身边人看过他的作品都说
好。

可就是这么一个“牛人”，突然
有一天得知，有人要给他提意见。

这事儿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多
少会有些不悦，可刘秀文却恰恰相
反：“人家肯提意见，说明真看
了。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成长的机
会！”

刘秀文当即拨通了对方电话，
这才知道提意见的人正是董新宪：

“他免费教老年人摄影很长时间了，
很多喜欢摄影的人都知道董老师，
但我一直没机会认识他。董老师能
给我提意见，我说什么也得跟他见
一面。”

刘秀文放下电话，骑上自行
车，火急火燎地去植物园找正在教
学的董新宪。七八公里的路程，他
一刻也舍不得耽误，生怕错过这次
机会。就这样，刘秀文成了摄影班
的一员。

更有意思的是王忠信。他加入
摄影班，是从“跟踪”开始的。

王忠信是摄影班里年纪最大的
一个，已经 73岁了。他加入的时间
比较晚，“我年纪比较大，也没有相
机，平时就用手机拍着玩。起初，
担心人家不愿带我玩儿，就趁大伙
儿搞活动时，远远跟在后面，偷偷
地学……”王忠信说。

久而久之，摄影班的成员都注
意到了这个藏在身后的“旁听生”，
就把他吸纳了进来。

乐 趣

随着学员人数的增多， 2019
年，狮城草根摄影班成立了，董新
宪主要负责教学。不到 3 年时间，
摄影班成员人数从最初的不足 10
人，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

包容与快乐，是这个小团体最
大的特点。不管用手机还是相机，
无论拍照片还是视频，喜欢摄影的
人，都能在这儿找到一席之地。

因为成员都是老年人，摄影班经
常会组织一些追忆往昔的主题拍摄活

动。在这些活动中，成员们不仅拍美
景，还玩起了“Cosplay”——

“六一”儿童节时，他们戴上红
领巾、穿上学生服。

麦子成熟时，他们来到市郊的
麦田里，穿上最质朴的衣裳，手里
拿着的是许久未曾碰过的镰刀和锄
头。

大家一起说着笑着，思绪飞回
到童年时代、青年时期。并用手中
的相机、手机，留存下这美好的一
刻。

“大伙儿聚到一起，不仅学了知
识，还获得了快乐。这样的团体，
怎么会不让人喜欢呢？”66岁的齐

有功说。

意 义

“我们不仅要追求快乐，还要用
手中的设备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宣传家乡、弘扬正能量。”摄影
班成立一段时间后，崔志雄的这个
想法得到了所有成员的赞成。67岁
的他是摄影班发起人之一，花了很
多心思在摄影班上。

于是，成员们把镜头又对向了
运河、武术、杂技等能代表沧州地
域特色的景和物。

“前年，我们听说沧州铁路水塔

可能会被拆除。这个水塔是日军侵
华的罪证、民族解放的见证。得知
消息后，我们立刻组织成员拍摄，
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值得庆幸
的是，老水塔最终得到了保护，并
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崔志雄
说。

不仅拍历史留存，日新月异的
城市建设，也是摄影班拍摄的主要
内容。比如在建设朗吟楼、南川楼
时，大伙儿就经常前往工地进行拍
摄。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志愿者纷纷来到街头巷
尾，宣传防疫知识，守护居民安
全。摄影班的成员也不例外——冯
丽不但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还号
召摄影班成员来为志愿者拍照留
念，风雨无阻。

像这些活动，大伙儿一去就是
小半天。回到家后，还得抓紧时间
修图、剪辑，再发到网上。“我们虽
然都退休了，但时间也不富裕，平
时还得帮儿女们照顾孩子。”崔志雄
说，摄影班成员都有一颗火热的
心，都明白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
而这也是摄影班的意义所在。

将身边美好装进镜头

包容与快乐，是狮城草根摄影班最大的特点。在这个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摄影团体中，不管用手机还是相机，无论拍照片还是

视频，喜欢摄影的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

31岁生日这天，郭倩忙到 22时才
关上花店的门。这一天，虽然忙得脚不
沾地，更没顾上给自己过生日，但她心
里美滋滋的。

5 年来，郭倩先后经历了两次创
业。和前一次的惨淡收场不同，这回，
她觉得自己找对了方向。

毕业之初，郭倩在一家少儿美术机
构当过两年老师。后来培训机构倒闭，
郭倩在自家饭馆帮了一段时间忙。“说
是帮忙，其实也用不着我干什么，和

‘啃老’没啥区别。”这不是郭倩想要的
生活，她动了创业的念头。

首次创业，郭倩开了一家奶茶店。
她梦想着这能成为一家网红店。可

没想到，由于选址失误，生意始终不温
不火：“连房租都挣不回来。”苦苦支撑
了小半年后，不得不关了门。

失败让郭倩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低估了创业风险，更缺乏经营经验，
脑子一热就冲了进来……”但这并没有
打消郭倩的创业热情，她又回到自家饭
馆，从服务员做起，学习经营。

一年后，郭倩准备二次创业。这一
次，她要开一家花店。下定决心前，她
到北京学习插花，到昆明斗南花市了解
鲜花市场……光这就花了三四个月时
间。

2019年，郭倩的花店开业了，生意
还不错。只是天不遂人愿，小店开业
没一年，就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生意
一落千丈。

这一次，她并没有立即选择放弃，
而是仔细分析了情况：“疫情总会过
去，既然这段时间生意不好，倒不如好
好利用这个机会，学门新手艺，丰富花
店经营内容。”

郭倩想起之前在抖音里看到的气
球造型布景教程，随即就跟着学了起
来……

如今，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郭倩
的花店也因添了新业务再度火起来。经
历过失败，郭倩对创业有了更深的体
会：“创业很难也很酷，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难题甚至失败，但这并不可怕，因
为挫折也是一笔财富。”

““挫折也是挫折也是
一笔财富一笔财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从赛场上转身，
邢岩（左四）成为一
名基层教练。

他坚信他坚信，，没有无没有无
缘无故的冠军缘无故的冠军，，有的有的
只是日复一日的付出只是日复一日的付出
与坚持与坚持。。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徐利民 摄影报道

摄影班成员为志愿者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