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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河北赛区比赛
在石家庄市落幕，在女子 12岁年龄
段的比赛中，代表沧州出战的沧县
仵龙堂乡土塔学校女子篮球队获得
第四名，创下沧州市参加此项赛事
最佳战绩。

土塔学校坐落于沧县仵龙堂乡
土塔村北，现有 9个教学班，352名
在校生。就是这样一个小村校，却
将校园篮球打造成独具特色的校园
文化、校园品牌——近年来，该校
男女校队多次代表沧县在全市中小
学篮球比赛中获得佳绩。本次参加
全省比赛时，孩子们在赛场上扎实
的篮球技术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赢
得了参赛教练员、选手的尊重赞
叹。大家不禁好奇：一所名不见经
传、只有300多人的农村小学，是怎
样培养出一支优秀球队的？

篮球源于热爱

土塔学校的篮球“情缘”，来源
于当地篮球环境的熏染。

据仵龙堂乡中心校校长殷宗新回
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
塔村村民就开始接触篮球，一些村民
对这项运动热情很高，农闲时大家经
常在村子空地上练球。有的村民甚至
在农忙时还不忘带着一只篮球去地
里，收完麦子顺便解一下“技痒”。

“大概又过了十多年，篮球已经在仵龙
堂乡普及开来，乡里会定期组织篮球
比赛。”

今年 47岁的刘长胜，是仵龙堂
乡小高庄村人，1998年，他分配到
土塔学校，担任体育教师。他刚来
时，对篮球还不是很痴迷。

把刘长胜带上“道儿”的，是
土塔学校一名叫赵寿忠的老体育教
师。刘长胜回忆，那时候篮球火
热，电视里播放着NBA和乔丹，大
家没事时经常谈论。“赵老师经常给
我普及篮球知识，还带着我跟其他
学校的老师打比赛。一来二去，我
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他说。

几年后，赵寿忠退休了，刘长
胜决定将这份热爱传播下去。当时
学校体育器材很匮乏，他就买了一
只新篮球，体育课上带着孩子们练
习拍球传球。

渐渐地，在刘老师的影响下，
土塔学校喜欢打篮球的孩子越来越
多。2004年，刘长胜在学校里建起
了一支10多人的男子篮球队。

“当年学校操场都是土地，平时

还好，一下雨就和泥了。尽管这
样，冒雨去球场上打球的孩子仍不
在少数。”刘长胜说。

2013年，仵龙堂乡举办的一次
篮球比赛中，土塔学校篮球队首次
崭露头角。虽然成绩一般，但更加
坚定了刘长胜以篮球训练带动学生
全面发展的信念。

篮球在全校普及

现任土塔学校校长张敏，至今
都忘不了第一天来校的场景。

2019年 9月初，张敏调到土塔
学校任校长。第一天中午吃完午
饭，他正往办公室走，路过球场的
时候，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老师，
正跟一帮孩子打篮球。

张敏说，当时虽然已经 9 月
初，但还是非常晒。后来向其他同
事一打听，球场上那个老师就是刘
长胜。

“那一刻，我的心灵很受触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让他们放
弃午休时间，在篮球场上挥汗如
雨？”张敏用手机拍下了来到土塔学
校的第一张照片。

后来，张敏渐渐了解到了土塔
村的校园篮球历史，他决定，将篮
球作为校园特色体育文化来重点打
造。

随后，土塔学校鼓励全体学生
积极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来，创编了
篮球操进行普及。体育教研组还将
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编写了校本
课程，分低、中、高三段传授篮球
相关知识和技能：低段以一二年级
为主，培养学生篮球兴趣；中段以
三四年级为主，训练基本技术和教
授基本常识；高段则以五六年级为
主，进行学生竞赛规则、技战术配
合和对抗训练。

为给校篮球队选拔优秀人才提
供平台，土塔学校还要求三年级以
上的班级每个班都组建男女两支篮
球队，每周三组织班级篮球对抗
赛。

在此基础上，土塔学校挑选好
苗子和特长学生，分别按年龄段组
成男女共四支校队，由刘长胜带
领，每天早晨开启晨训，13时和 16
时这两个时间段是小组对抗赛时
间。无论严寒酷暑，土塔学校篮球
队坚持“一天三练”，从不间断。

“只有把自己的皮肤练得黝黑，才有可
能打进校篮球队。”刘长胜形象地说。

为了增强实力，球队教练班子

还补充了新力量——今年 32岁的周
帅加盟。张敏说，周帅上大学期间
从事篮球专业学习，无论是理论知
识还是实战技能，都是孩子们所需
要的。

从此，刘长胜、周帅两位体育
老师和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跳
跃、投篮的身影，成为学校最美的
风景。

孩子们打篮球身心双提升

土塔学校孩子们打篮球，是发
自心底的热爱，而篮球“回报”给
他们的，则是身心上的双提升。

六年级二班的刘岩庆从小就体
弱多病，两年前接触篮球后，很快
就迷上了这项运动。如今，小伙子
不仅依靠自身努力进入了校男子篮
球队，他的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显著
增强。

五年级二班的杨媚，是女队后
卫，身体灵活，作风硬朗。有一次，
为备战全市比赛，球队进行了集训，
但第一天结束后，她发起了烧，浑身
难受。为了不影响全队战术训练安
排，她第二天依旧出现在学校篮球场
上。刘长胜知道后，让她回家休息，
她死活不回，又坚持练了半个多小
时，才被教练和队友“撵”走。

对于女儿打篮球，杨媚的父亲
杨国栋非常支持。他说，孩子在篮

球运动中学会了坚强，懂得了拼搏
进取，对她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五年级二班的孙嘉欢不仅球打
得好，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
茅。这位喜欢篮球巨星科比的小
姑娘说，无论是考场还是篮球场
上，都需要刻苦努力、不断付出。

土塔学校语文老师李冰对孩子
们的品德意志赞不绝口：“打篮球丝
毫不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们
非常懂事，即使在外打比赛，还带
着作业，并且完成得非常好。”

近三年来，土塔学校男女篮球
队多次在沧县中小学篮球比赛中
称霸，并经常代表沧县参加全市比
赛，获得了冠军、亚军等佳绩。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土塔学校 12岁
年龄段女子篮球队，以沧州市冠军的
身份，代表沧州参加了河北省三人制
篮球联赛的决赛，并荣获第八名。

篮球成为这座村校的一种精神

在本次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河
北赛区中，土塔学校 12岁年龄段女
子篮球队团结一致，敢打敢拼。五
年级二班的郭思雨在一场比赛中，
和对手相撞受伤，腿肿得走不了
路，无奈被换下场，但她坚持在替
补席上捂着伤腿为队友加油，并见
证了球队最后的胜利。“无论是场上
还是场下，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小

姑娘说。
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让土塔

学校篮球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尽管在半决赛中球队遗憾输给了唐
山，但对手教练在和刘长胜场下聊
天时，得知土塔学校是一所只有
300多人的农村学校，直呼“了不
起”，还主动添加了刘长胜的微
信，表示今后将加强两所学校之间
的互动。

张敏说，这些年来，孩子们训
练和比赛离不开各界人士的支持，
仵龙堂乡当地爱心人士出资为学校
翻修篮球场，改善了硬件条件。有
的土塔村籍企业家听闻学校篮球队
征战省市篮球赛，出资用作路费，
还为孩子们买来学习用具等。这都
将成为学校继续搞好特色教育的动
力。

从各项赛场回来后，孩子们还
是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训练。在
他们奔驰的篮球场旁，矗立着一块
以篮球为主题的宣传牌，上面的内
容，仿佛是对这所学校追求篮球梦
想的最好注释——“和雅守正 健体
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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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
事，法院调解员就得一碗水端平。”
李长京说。

李长京是基层法院施行人民陪审
员制度后，肃宁县人民法院聘请的第
一批人民陪审员。2017 年，李长京
又受聘为县法院的调解员，前前后
后，他干调解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李
长京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位
典型的北方农村汉子，和他聊天，会
发现这位基层调解员话不多，很沉
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调解员的固有
印象。李长京说：“调解矛盾纠纷，

‘怎么说’固然很重要，但老百姓更
看重的是你‘怎么做’，你只要真用
心，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劲头儿来帮他
解决事儿，他就会信任你。”

去年的一天，肃宁县师素镇、付
佐镇的 17 名农民工来到李长京所在
的师素镇诉前调解中心，反映在他们
工作的公司，老板拖欠了大家5万多
元的工资，人却始终联系不上。看到
心急如焚的农民工，李长京马上与县
法院负责指导师素镇诉前调解中心的
法官联系，决定按法律程序到案件另
一方当事人户籍所在地——衡水市饶
阳县协调此案。农民工们觉得这个案
子要跨沧州、衡水两地办理，难度太
大，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李长京二话
没说，就和一名同事驱车奔赴饶阳。
正当 17 名农民工及其家属对调解不
抱希望，准备打退堂鼓时，李长京告
诉他们已经与当地法院联系上，取得
了进展，大家才暂时安静下来。随
后，经过一个多月近 20 次肃宁、饶
阳之间的往返，终于讨回拖欠近一年
的5万多元工资。给付工资时，17名
农民工专程拿着锦旗送到了师素镇诉
前调解中心。

还有一个案子让李长京至今感
慨不已：他的表妹与地邻因承包地
发生纠纷，案子转到他手中后，他
征求对方意见是否申请回避，对方
竟然说：“你老李一碗水端平大家都
知道，你办这个案子我放心。”最终
纠纷顺利解决。

李长京说：“老百姓有了困难，
来找我们解决，是对我们的信任和依
赖，法律这碗水必须要端平，要不就
是给自己抹黑，人前人后俺也抬不起
头来！”

今年 3 月，2022 年度“感动肃
宁”人物颁奖盛典颁奖时，李长京荣
获 2022 年度“感动肃宁”人物，颁
奖嘉宾竟然是他调解过的一起案件的
当事人。当主持人略带哽咽地宣读颁
奖词时，全场泪目。

在李长京和同事的努力下，师素
镇诉前调解中心调解成功率稳步提
升，辖区诉讼案件逐年减少，成功打
造出多个“无诉讼村”。

“““帮大帮大帮大哥哥哥”””李长京李长京李长京
的故的故的故事事事
贾世峰 付子文 张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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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主题原创作品演唱诵读音乐会侧记—诗经主题原创作品演唱诵读音乐会侧记

本报记者 孙 杰

“诗经的地方是一个村庄，她的
诗行是乡路和高粱……”

6月29日，一场以诗经为主题的
演唱诵读音乐会在市群众艺术馆举
行。本次活动由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沧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主办，沧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沧州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协办。由我市
部分学校在校师生、群众文艺团队、
文化干细胞单位成员等共计 200余人
组成的豪华演出队伍，为大家奉上了
一场精彩的表演。本次音乐会创编的

14个节目，以演唱、歌舞、诵读等艺
术形式呈现，涵盖了诗经“风”

“雅”“颂”的精华部分，其中歌曲全
部为本地唱作者原创。

一部 《诗经》 流传 2500 余年，
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
后世诗歌和整个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都是不容忽视的。从东汉到当代，沧
州人深挖诗经文化，推出一系列对
《诗经》进行注解阐释的重要论著，
在传承、研究诗经文化的同时，也深
受熏陶，涌现出一批热爱诗经文化的

唱作者。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泊头人常

连祥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一直
致力于采集家乡的民间音乐，并创作
了大量充满“沧州元素”的作品。从
去年开始，他尝试为《诗经》中部分
经典片段谱曲，并于今年初基本成
型，计划向广大群众开展诗经文化表
演活动，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各界的大
力支持。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这场
原创作品演唱诵读音乐会精彩呈现。

舞台中央，男女生二重唱《国风·
郑风·子衿》将现代与古典相结合，表
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小朋友们带来的
歌舞表演《国风·周南·关雎》用欢
乐俏皮的舞蹈，再现了古代婚礼现
场钟鼓齐鸣、一派喜庆的场景；秋
韵舞蹈队 14 名舞者身穿白色长裙，
红色飘带落地，她们自信优雅的姿
态，脸上洋溢的微笑是对歌曲《国
风·邶风·燕燕》 最好的诠释……

“演出很唯美，不论是舞台设计还是
服装道具，都能看出主创人员精心
和充分的准备，整场古典韵律让人
听上去十分享受。”一位观众在观看节
目后满意地说。

对演职人员来说，这也是一场有
难度、有底蕴、有情怀的演出。主持
人拿到串词时很惊喜，因为文字优
美，讲述性极强。撰稿人笑称：“别
看自己从事文字创作几十年，但想要

将《诗经》准确、简洁、通俗地讲清
楚，真是不容易。”

渤海之声合唱团的王宝志和邢翠
青走下舞台后仍意犹未尽。他们说，
之前在合唱团主要唱革命歌曲，第一
次接触这种古典音乐类型，对歌词理
解和声部处理使他们排练时间比以往
都要久，但是这次表演令他们很享
受。在音乐主创常连祥看来，这场演
出超出了他的预期，坐在台下看着自
己的作品获得观众的认可，觉得汗水
和心血都值得了。

“诗经文化是沧州重要的文化脉系
之一，传承和弘扬诗经文化，是我们群
众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
结合各方意见，不断完善细节，以更加
丰富的艺术形式，让我们唱诗经、诵诗
经的氛围更加浓厚，让诗经文化传承有
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沧州市群众艺
术馆馆长张广越说。

家里的燃具软管，你有多久没有
关注了？虽然是个小部件，却是很关
键的一环。数据显示，每 10起家庭
燃气事故，有7起是因胶管老化或破
裂所致。那么，如何护好这燃气使用
的“最后一米”呢？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检查胶管使用年限。橡胶软管的
使用年限不应高于燃具的判废年限。
胶管本身是橡胶制品，如果使用时间
过长，没有及时更换，很容易皲裂、
老化，从而发生漏气现象。

查看胶管是否存在物理损伤。因
为有时会存在摩擦、鼠咬，以及腐蚀
液体的原因，橡胶软管很可能会出现
破损、龟裂等物理损伤。这就需要用
户在使用天然气前，对胶管进行检
查，如果发现有破损情况，就要及时
对软管进行更换。

胶管安装要在可见范围内。有些
用户追求装修美观，让燃气胶管穿墙
而过，在墙中的胶管极易因摩擦而导
致破损、断裂和漏气，同时，也不方
便日常检查，会给家中带来极大的安
全隐患。

胶管的长度要有度。燃气胶管长
度不应大于2米，且不应有接头。超
过2米会加大进气管的阻力，降低灶
具的热流量，容易导致连接处松动甚
至掉落，引发燃气泄漏，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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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燃气安全

护好燃气安全护好燃气安全护好燃气安全
“““最后一米最后一米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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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沧州市 120急救指挥中
心。请告诉我具体的地理位置、患
者有什么症状、患者姓名……”昨
天 14 时 30 分，记者走进刚刚投入
运行的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大
厅，就听见电话铃声不断响起，调度
人员紧盯电脑，逐一问询、记录信
息，派遣车辆。电子屏上，实时更新
着即刻的院前急救信息。

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到“120”报警电话后，调
度人员会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
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通
过市“120”指挥调度平台向距离报

警人最近的急救站点发出指令，急救
站点受理后在规定时间内派急救医
护人员赶赴现场开展院前医疗救
援。同时，市“120”指挥调度平台
将对报警事件进行全面监控，有效
利用调度系统平台、有线和无线指
挥调度、电子地图、卫星定位、视
频传输、电话录音、大屏监控，对出
诊急救医护人员和事件发展实施全方
位的动态追踪。

比如，一位非重症患者，按照
就近原则本应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脑
科院区急救站，但也可与车上急救
医护人员协商，履行相关手续后，

按意愿到指定的急救站点就医。危
重症患者则须严格按照就近、就急
原则执行。“这为院前医疗急救工
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提供了
更快、更准、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大大缩短患者紧急救援等待时间，
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条规范、快
速 、 安 全 、 高 效 的 生 命 救 援 通
道。”这位负责人说。

之前，各医院都有自己的急救
热线，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市的院前急
救服务体系，但高峰时期老百姓呼叫
用车难、等候时间较长的现象依然存
在。为解决之前各医院“120”各自

为政问题，确保救护及时，市委、市
政府进一步整合急救资源，加强信息
共享，今年将建设 120急救指挥调度
系统列为 10项民生实事之一。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科学设计、密切
协作，制定了沧州市 120急救指挥调
度系统建设方案，完成了通信线路的
调试等工作，实现 6 月 30 日“120”
急救指挥调度系统正式启动运行。按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该系统以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为枢纽，以市区
急救站、县级急救站、乡镇急救站和
急救网络医院为网点，构建起“一个
指挥中心、一套信息系统、多个急

救站点”的院前急救网络。
“这样，打破了院前急救的区

域行政界限，确保紧急情况下打得
通、接得起、派得出，从根本上保证
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卫生应急救援能
力。”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将进一步推
动我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体系的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内涵建设，全面提升全市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全市
人民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个指挥中心一个指挥中心、、一套信息系统一套信息系统、、多个急救站点多个急救站点

沧州构建院前急救沧州构建院前急救沧州构建院前急救“““一张网一张网一张网”””
本报记者 韩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