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苑美庆苑美庆（（右右））指指
导学生训练导学生训练

◀◀领奖台上的苑领奖台上的苑
美庆美庆（（左二左二））

苑美庆终于等来了开学的消息。
对她来说，这个寒假实在有些漫

长。这种感受并非只是心理上的——
受疫情影响，学生们放假在家的日子
的确比以往长了不少。她不得不通过
网络来监督学生们完成日常训练，但
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训
练效果和强度都大打折扣，就连学员
们错误的动作细节也难以被及时发现
和纠正。”

5年前，24岁的苑美庆成为沧州
体育运动学校的一名拳击教练。在这
之前，她是中国女子拳击队的希望之
星，接连斩获世青赛、亚锦赛、全国
锦标赛、世锦赛冠军。

冠军难当

再有一个多月，省运会预选赛将
在邯郸开打。这是苑美庆第二次以教
练身份参加这项赛事。

她一共有 30多个学生，这次预
选赛，几乎是全员参加。作为教练，
苑美庆早早就定下了目标：最少要拿
两块奖牌。

对于这些孩子，苑美庆有足够的
信心，就像当初她相信自己一样。

2011年，首届世界青年女子拳
击锦标赛在土耳其举行。在那届比赛
中，练习拳击不到 3年的小将苑美
庆，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将女子 81
公斤级金牌收入囊中。同年 11月，
在浙江宁波举行的全国女子拳击冠军
赛上，她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同级别
冠军领奖台。一个月后，在俄罗斯举
办的拳击大奖赛上，她三战三捷，摘
得桂冠……

那一年，18岁的苑美庆，如同
一股劲风，席卷了各项女子拳击赛
事。当时，甚至有人这样形容她：参
赛即拿奖。

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一年，苑美
庆一直饱受伤病的困扰。长年的刻苦
训练和征战，对她的左膝造成了很大
损伤，以至于在打完世界青年女子拳
击锦标赛之后，她要靠打封闭针才能
上场。

封闭针有很好的止痛效果，但对
运动员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
度的比赛，极易对身体造成损害，甚
至让伤病进一步恶化。

苑美庆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但

她更明白：“运动员的黄金期只有短
暂的几年，能够为国争光的机会更是
少之又少。金牌从来不会自己从天上
掉下来。”

“不把困难当困难，就都不是困
难。”苑美庆一如既往地刻苦训练，
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
开。伤病最严重的时候，每次训练结
束，她几乎都要到治疗室抽积液。

那几年，屡屡在大赛上摘金夺银
的她，被冠以中国女子拳击队的希望
之星，是闪光灯竞相追逐的焦点。但
苑美庆心里清楚，她从来都不是什么
所谓的天才，有的只是一颗比任何人
都期待冠军的心。

直面低谷

2012 年 5 月，苑美庆参加在秦
皇岛举办的国际拳联世界女子拳击
锦标赛。那次比赛，苑美庆打得很
艰苦。

当时的她，左膝伤病较上一年更
加严重，连弯曲都难。“在家门口打
比赛，这样的机会，一生能有几
次？”苑美庆再一次打了封闭针，并
最终夺得81公斤级冠军。

只是，夺冠的喜悦并没有让她开
心太久。那场决赛成为压倒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她的伤病进一步恶化，

从秦皇岛参加完比赛，苑美庆直接去
了医院。

在医院，苑美庆听到了一个令她
难以释怀的消息。医生说，盘状半月
板是造成她左膝伤病的根本原因。这
是一种少见的半月板畸形，如果继续
从事体育运动，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损
伤。

是手术还是保守治疗？苑美庆选
择了前者，即便她知道这存在一定的
风险。

手术很顺利，苑美庆满心期待着
重回赛场的那一刻、重新登上领奖台
的那一刻。可故事并没能按照她期望
的那样走下去。

2013年，复出后的苑美庆，在
第十二届全运会上只得了第五名，

“那感觉就像从天上摔到了山谷。”
“我还能行吗？”苑美庆不止一次

问自己。
在她最低落的时候，教练和父母

给了她足够的支持和鼓励。
苑美庆的父亲是个武术迷。但自

从苑美庆成为拳击运动员，他就再没
看过像“武林风”这样的比武擂台节
目，因为一看就想到女儿也会被别人
打。这些年，苑美庆的比赛，父亲一
场也没看过。不是不关心，而是不
敢。不管比赛多晚结束，他都会等着
苑美庆的电话。

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孩子，苑美庆
的父母也不例外。当苑美庆对自己有
所怀疑的时候，父亲依旧坚定地支持
她走下去。因为父亲知道女儿打心眼
里喜欢在赛场的那种感觉。

2014年，经过一年的蛰伏与恢
复，苑美庆再一次登上了她熟悉的冠
军领奖台，那一刻对她来说，比之前
每一次都更值得纪念。

冠军转身

2018年，苑美庆结束了拳手生
涯，回到沧州体育运动学校，成为一
名拳击教练。

耀眼的过往让她在学生中间拥有
很高的声望。孩子们都愿意成为世界
冠军的学生，即便她是一个严格甚至
称得上严苛的教练。

在苑美庆的训练场上，决不允许
有学员迟到，哪怕晚一秒钟也不行。
否则便是高强度的训练。

有人这样问过她：“当初你是职
业拳手，用拳头说话；现在当教练
了，怎么还这么严？不怕以后没人娶
你吗？”

她回应说：“这是我的工作，工
作就要全力以赴，生活中我可能完全
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有这种想法
的男人，我也看不上。”

2020年 10月，苑美庆步入婚姻
的殿堂。同她当初所说的一样，她的
另一半也是与她一样有着共同信念与
追求的人。苑美庆的丈夫也是一位拳
击教练。两人相识，正是在苑美庆
10年前的那次手术期间，两个对冠
军有着同样期许又同时经历着低谷的
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苑美庆的队里一共有 30多名学
生，女学生的比例还不到25%。在她
们身上，苑美庆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
子，敢打、敢拼、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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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第一次见到“斌哥”的
人，都会大吃一惊。

“斌哥”是南皮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城区中队的一名刑警。之所以被称
为“斌哥”，不仅仅是因为其在刑侦
一线摸爬滚打了 13年，更因举手投
足间散发出的果敢干练的气场。

“斌哥”名叫许镇斌，今年 40
岁。城区中队一共有 15 名工作人
员，女同志只有两位，而“斌哥”是
唯一一名正式的女刑警。

“斌哥”其人

长大当警察，是许镇斌从小就许
下的愿望。

许镇斌的父亲退休前是一名交
警。从小，她就特别羡慕父亲那身制
服，“那时就觉得，假如自己穿上警
服，一定会比男孩子还要帅气。”

这正是许镇斌父母所期待的。
当初，父母之所以给她取这个

名字，就是希望她长大后能够全面
发展、文武双全。也正因如此，在
许镇斌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对她
娇生惯养，而是像对待男孩子一
样，注重培养她独立自主的能力，
造就了她勇敢、爽朗、爱憎分明的
个性。

高中毕业后，许镇斌报考了公安

警校，毕业后，她来到南皮县公安
局，先后在指挥中心、派出所、政治
处等多个岗位工作。2008年，许镇
斌通过了录警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
人民警察，在填报岗位志愿时，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刑警队。她喜欢有挑
战性的工作。

公安系统里男同志多，刑警队更
是如此。许镇斌常开玩笑说，“来到
刑警队，就像掉进了男人堆里。”

但玩笑归玩笑，从警这些年，许
镇斌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相

反，本就有些男孩子性格的她，反倒
更自在了。爽朗直率的性格、雷厉风
行的做事态度，也让她收获了“斌
哥”这个称谓。

“斌哥”很忙

“斌哥”很忙，经常出差。
从春节到现在，一个多月里，她

有 20多天是在外地度过的，上海、
天津、唐山、聊城……“现在比过去
轻松多了。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一

出门就是个把月，去的还都是边境地
区。”许镇斌说。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难免会有外
出调证、外地提讯或押解抓捕女性嫌
疑人的需要，“斌哥”从没推拖过，
她总能安排好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
系，带队出征，出色完成任务。

辛苦，仅仅是刑警这份工作的一
面。和警队其他警员一样，“斌哥”
也经常与危险短兵相接。

这绝对是对胆气和应变能力的双
重考验。

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为了确定犯
罪嫌疑人身份，她化妆侦查，与犯罪
嫌疑人面对面接触，最终将其成功抓
获。

刑侦工作非常考验民警的毅力和
勇气，更不用说是女刑警了。在长年
累月的坚持和磨炼中，“斌哥”逐渐
成长为资历深、能力强的“老同
志”。对待工作，她常常想在前、干
在前；对待同事，她又像大姐一样，
只要兄弟姐妹们有需要，都会在第一
时间出现。

“斌哥”很暖

在同事们眼里，许镇斌是“斌
哥”，破案时，和男刑警一样威风凛
凛。但在群众眼里，许镇斌是贴心的

好闺女，为老百姓办事，跟自家人一
样亲切周到。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涉
及金额通常比较大，群众深受其害。

为此，许镇斌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到群众身边讲解反诈知识，提升
群众的反诈意识。

许镇斌的努力没有白费。
有一天，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

上来便说：“许警官，我可能遇到电
话诈骗了……”

了解情况后，许镇斌及时利用反
诈平台进行紧急止付。因及时干预，
涉及款项全部成功冻结，群众利益得
到了保障。

此外，许镇斌还积极与困难群众
结成帮扶对象，逢年过节自掏腰包前
去慰问。很多得到过帮助的群众都亲
切地叫她“好闺女”。

“微笑是我的名片，真诚是我的
座右铭。不管是破案还是帮助困难群
众，我都相信一个‘真’字，真心、
真情，以‘真’贴靠群众，就一定能
够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许镇斌
说。

““斌哥斌哥””是个女刑警是个女刑警

南皮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城区中队一共有15名工作人员，其中女同志只有两位，而许镇斌是唯一一名

正式的女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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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拳头用拳头用拳头“““说话说话说话”””的女人的女人的女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店铺关张店铺关张

别关了诚信别关了诚信

小区业主群最近挺热闹，业主
们讨论的几乎都是同一个话题——
小区门口的美发馆关张了。

那家美发馆开了有几年时间
了，小区里许多业主都在他家充了
会员卡。大家谁也没想到，这家店
会突然关张。一时间，业主群里有
问店主联系电话的，有问是不是搬
到其他地方的，还有比较谁会员卡
余额最多的……最后，大家不约而
同地声讨起店主的老赖行径。

自古以来，诚信都是经商的不
二准则，也是对商家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有人将
诚信抛之脑后，商家卷钱跑路的事
情时有发生。

前两年，我曾写过一篇报道
——刘模争、李艳夫妇在市区开了
一家洗车店，因效益不好，最终决
定停业关门。当时，他们租的门市
还有3个多月才到期，李艳想把门
市转租出去，减少损失。而刘模争
却为了方便顾客退预付款，坚决反
对。

发退款通知，打电话联系会
员。顾客没时间来，他们就微信转
账，哪怕仅剩1元钱，也要千方百
计找到人，如数退还。

退款过程并不顺利，个别会员
预留的信息有误，刘模争始终联系
不上。他想到对方有可能是附近住
户或商户，就骑着电动车在门市附
近转，这一转，还真找到几个会
员，并退了款。

就这样，刘模争夫妇足足花了
1 个多月时间，才将 130 多位会员
共计 1 万多元预付款余额悉数返
还。不仅如此，夫妇俩还承诺，已
售出商品的售后服务仍然有效。

“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这是做人的本分。”刘模争，这个
创业失败、赔了 20 万元的店主，
道出了为人处世最浅显的道理。

面对诱惑，不是所有人都能守
住做人的底线，更有甚者，干脆以
此当作盈利的手段。但也正因如
此，才显得刘模争这种做法的可
贵。

店铺可以关张，但诚信的大门
不能关。守住诚信，是经营之本，
更是为人之道。

几天过去了，关张的美发馆终
于有了新消息，店铺老板说找到了
新店址，原有的会员卡仍然有效，
不想继续消费的顾客可随时来退
费。

这才是一名经营者该有的样
子。

知 言

省运会预选赛即将开打，可学员们还没有从寒假的放松状态中恢复过来。苑美庆急得直上火。

曾在各项世界大赛中接连斩获女拳冠军的她，如今是沧州体育运动学校的一名拳击教练。从台上走到台下，她说，成就别人，比成就自己更有意义。

本报讯 （记者康宁）“同学
们，先将两块橡皮泥揉成球状，

‘雪容融’的头和身子雏形就出来
了。”3月4日，泊头市儿童福利院
活动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
下，捏制彩泥作品。为助力冬残奥
会，泊头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了“感
恩奋进 童创未来”主题活动，通
过捏制冬残奥会吉祥物、观看冬残
奥会开幕式、开展篮球比赛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激励孩子们勇敢面对
生活，尽享运动乐趣。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存在肢
体或智力障碍，他们用自己捏制的
吉祥物“雪容融”为冬残奥会献上
一份礼物。

活动现场，6名孩子围坐在桌
前，认真观察“雪容融”的模样和
特点。他们跟随着老师的讲解，专
注地捏制着萌萌的“雪容融”。五
彩的橡皮泥经过揉搓、捏制，在孩
子们精心雕琢之下，一个个憨态可
掬的“雪容融”呈现在眼前，令人
爱不释手。10 岁的明明 （化名）
有智力障碍，他托起手中的“雪容
融”，大声说：“为运动员加油！”

手工制作结束后，篮球比赛开
始了。孩子们兴致高涨，奔跑在操
场上，传球、投篮，尽情享受着运动
带来的乐趣。晚上看完冬残奥会开幕
式后，老师又讲解了一些运动会知
识，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一系列活
动的开展，加深了孩子们对冬残奥会
的了解，激发了他们自强不息、奋勇
争先的坚强信念。

““折翼天使折翼天使””
为冬残奥会加油为冬残奥会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