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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体育是真爱我对体育是真爱””
———曹宗超和海兴县—曹宗超和海兴县““玩孩子玩孩子””之间的故事之间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贾世峰

8月 18日一大早，曹宗超不到 6
时就起床，开车来到海兴县实验小学
的操场，等待前来训练的学校足球队
的孩子们。很快，孩子们三三两两地
来了，并向他问好：“曹老师好！”随
后，在曹宗超的带领下，大家开始跑
步、练球。

“每天上午练一个半小时，下午
练两小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这样。”曹宗超说，这些年，他一直
是这所学校的特聘足球教练，义务帮
助小学足球队的小队员训练。

从小酷爱体育运动的“玩孩子”

今年 52岁的曹宗超被海兴体育
圈的人称为“曹哥”。他个头中等，
身材健壮，精神干练，因为长期进行
户外运动，皮肤晒得黝黑，看起来要
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曹宗超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喜欢
足球。“那时候，海兴县踢球的人太
少了，很多同学甚至从来没接触过
足球。”为了圆自己的足球梦，20世
纪 90 年代初，曹宗超在中学毕业
后，加入了天津的一家企业足球
队，踢了两年足球。“尽管是企业球
队，但从训练到比赛，都非常专
业，也让我的足球技战术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曹宗超说，刚开始，他
只是替补队员，但他勤学苦练，加
上“跑不死”的身体素质，很快成
为球队的主力前锋。

1996年，曹宗超回到海兴，为了
生计，先后做过管件企业和饲料企业
的业务员，业绩很出色。其间，因为
喜爱体育运动，他还开办了一家体育
用品商店。

曹宗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
将，除了做生意，他把主要精力都用
在了普及和支持体育运动上。

“从小我就是个‘玩孩子’，学习
成绩不太好，但只要是体育运动，没
有不喜欢的。”曹宗超说，“最早踢足

球、下象棋，后来玩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游泳，基本上能接触的体育
运动我都会练练，而且也都还行。”

义务担任多所小学足球教练

2015 年前后，海兴县开始在中
小学推广校园足球，但是多数学校
没有专业足球教师。曹宗超挺身而
出，义务担任海兴县育红小学的足
球教练。每天下午，他准时出现在
校园足球场上，对孩子们进行系统
训练，在他的指导下，孩子们的足
球水平逐渐提高，集体观念也在逐
渐增强，变得更有组织、有纪律，
也更勇敢。

在他的指导下，在海兴县中小学
生五人制足球比赛中，县育红小学始
终名列前茅。2018年，学校女足获得
了沧州市“市长杯”中小学足球联赛
亚军和全市中小学 5人制足球联赛南
区 （盐山、海兴等 6 县市） 冠军。
2019年，海兴县育红小学被评为全国
足球特色学校。

在帮助县育红小学普及校园足球
的同时，曹宗超又先后义务担任当地
常丰小学、大良户小学、实验小学等
多所小学的足球教练，每周定期到
各校指导训练。在他的执教下，几所
学校的足球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为推动校园足球水平提升，曹宗
超从海兴县第一届中小学生足球赛开

始就出资赞助比赛，直到现在，这项
赛事历届获胜球队队员的奖品，均由
他的体育用品商店赞助。

2020年，海兴县足球协会创立，
曹宗超当选为会长，从此，他每天更
忙碌了。

曹宗超说，现在，体育用品商店
经理、饲料公司经销商、水产养殖专
业户，是他谋生的职业；县青少年宫
象棋老师、各小学足球教练、市县足
球比赛裁判和县足球协会会长，是自
己的“真爱”。

多年来，曹宗超不仅一直帮助多
所小学普及足球教育、训练队员，还
积极赞助支持海兴县象棋、羽毛球、
乒乓球等各类体育赛事。尽管自己不

会下围棋，他也连续 5年赞助了海兴
县迎元旦青少年围棋比赛。

将孩子们的信任作为最大的
奖赏

多年从事校外教育工作，孩子们
是曹宗超最大的牵挂。

“我在普及校园足球的过程中发
现，一部分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为了
让孩子均衡发展，我要求他们必须把
学习成绩提上去，否则就要退出球
队。”曹宗超说。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孩子
们在练好球的同时，学习更加刻苦。
其中，队员魏松一跃成为全年级的尖
子生。孩子们说：“我们是真担心曹
老师把我‘踢’出球队。”

海兴县育红小学女足夺得“市长
杯”亚军时，曹宗超高兴地请所有小
队员聚餐庆祝，并为每名队员送了一
个新书包作为奖励。当时的小队员李
丽红现在已经上了高中，但依然珍藏
着那个书包，“这是我值得永远珍藏
的回忆。”李丽红说。

有些学球的孩子家庭条件困难，
曹宗超就自掏腰包给孩子买球鞋、球
具。孩子们球鞋用得狠，一个人一年
大概需要三四双，而一双球鞋就要
200元左右。

曹宗超从未打骂体罚过任何一个
学生，孩子们对他既尊敬又信任。许
多时候，孩子和家长闹矛盾了，都需
要曹老师来化解沟通。“你看，曹老
师也这么说吧！”这时，孩子才会乖
乖听家长的话。

今年 8月，曹宗超又出资赞助了
海兴县第一届“华超杯”中小学生象
棋比赛。此前，他带领孩子们多次夺
得沧州市少年组象棋比赛团体及个人
单项冠军。

赞助这些体育比赛，曹宗超从来
没算过经济账，也从没想过要什么回
报。“只要能够帮助孩子们，我就觉
得值。”曹宗超说。

在运河区公园街道明珠社区，60岁
以上老年人占据了社区总人口的40%以
上，其中还不乏独居的高龄老人。

但让人欣慰的是，这里很多高龄
老人即便平日里没有子女的陪伴，他
们也不缺少倾诉聊天的对象。这一
切，都源自这里的一个爱心社会组
织——倾听员团队。

如今，这个团队的成员已经发展
到 25 人，他们用心倾听老人的故
事，用爱和付出为他们提供陪伴和情
绪支持，为老人晚年提供了良好的安
宁陪护和精神疗愈。

舒缓老人情绪，做到精神疗愈

运河区公园街道明珠社区 83岁
的李女士，是社区志愿者走访后，确
定的倾听陪伴对象。日前，倾听员曹
淑丽等人敲开了李女士的家门，入户
开展志愿倾听服务。虽然倾听员已提
前和老人约定好拜访时间，可见到倾
听员时，李女士还有些拘谨和排斥。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李女士
长年独居，养了一条宠物狗做伴。

因为年轻时是梆子团的演员，李
女士挺直的腰板很显气质，也略带
高傲，显得不那么平易近人。曹淑
丽看出了李女士的心思，主动打破
僵局：“大姨，一看您就气质不凡，
早些年您肯定做过演员吧？”快速找
到聊天对象熟悉的“话题卡”，是倾
听员必须掌握的聊天技巧。

听到这话，李女士慢慢打开了话
匣子。从自小练武的艰辛，到在梆子
团出演刀马旦的高光时刻，老人与倾
听员们娓娓道来，容颜也慢慢舒展开

来。而另一旁，倾听员时不时地点头
回应、记录。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当倾听员离
开时，李女士热情地把他们送出门，
并邀请他们有空再来，刚才还略显高
冷的脸上尽是笑容与慈祥。

和李女士不同，社区 84岁的庞
先生特别健谈，他见倾听员到来很高
兴，滔滔不绝说了近一个小时。倾听
员看了看表，说道：“伯伯，我听说
您象棋下得特别好，您喝口水，我陪
您下会儿棋吧。”找到有效缓解老人
疲劳的方法，是倾听员必备的能力之
一。

2021年，沧州市民政局在运河区
公园街道明珠社区设立我市首个社工
站，曹淑丽是社工站的负责人，在这
里，除了为老人提供义务家务帮助、
义务送餐等生活服务外，她还带领25
名倾听员义务为辖区 80岁以上的老
人提供倾听陪伴志愿服务。“心理咨
询师和倾听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心
理咨询师把别人当病人，而我们把他
们当家人。每次引导他们张开嘴后，
我们就只充当一面镜子，不对聊天对
象的话作评判，主要是通过倾听，让
老人找到一个自洽的情绪输出口，帮
他们舒缓情绪，做到心理疏导。”

前些年，曹淑丽在助老公益项目
上了解到精神陪伴的重要性，于是带
领 5名社工一起学习专业知识，并成
为了我市第一批持证上岗的专业倾听
员。近两年，在她的带领下，一批又
一批志愿者考取了倾听员资格证书，
他们结伴在社区，义务为老人做倾听
陪伴志愿服务。她说，他们要通过倾
听陪伴志愿服务，进一步激发出老人
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

倾听是认可，也是接纳

“倾听员要用心、用爱去倾听。倾
听陪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需
要正确的理念、流程、方法和技巧，

包括和老人目光对视的距离都有专业
要求。”58岁的志愿者刘桂芹做了 10
余年的公益服务，去年，她考取了中
级倾听员资格证。她说：“和之前拿着
米面油上门慰问不同，有了更专业的
知识，让我更加了解老人的需求。”

刘桂芹分享了一个她的故事。她
的母亲是个勤快人，跟她一起居住
时，总爱帮着干家务。但母亲患有白
内障，视力不好，每次经母亲手洗的
碗、择的菜难免还会不干净。刘桂芹
也不点破，每次还会一如既往地夸赞
母亲，感谢老人为家里的付出，但背
地里经常拿着洗不干净的碗和菜再洗
一遍。一年冬天，母亲闲得无聊，刘
桂芹便买回了25公斤花生，“骗”她剥
一斤花生能挣1.2元工费，过年时母亲

“挣”了10多元，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刘桂芹说，现在高龄老人的困扰

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孤独，很多疾
病的产生都因孤独引起。另一种是
焦虑，觉得老了不能给儿女作贡献
了，是家人的累赘，即使是生病难受
也强忍着不说，怕麻烦子女。

“不管是哪种情况，老人都可能
因为情绪波动做出一些让儿女不理解
甚至过激的行为。”刘桂芹说，每当
这时，子女们或是抱怨，与老人针锋
相对，或是选择默不作声，只要“爹
妈高兴就好”，很少有人愿意坐下
来，与老人真诚地交流，耐心倾听老
人内心真实的感受。

“事物没有对错，只是看它的角
度不同罢了。”刘桂芹说，“为人子
女，赡养父母责无旁贷。但让老人安
度晚年，除了物质上的给予，我们还
应注意精神的陪伴。人到晚年，他们
更需要的是子女的理解、认可和尊
重。只有这样，老人们才能无惧迟
暮，重燃生活信心，积极面对生活。”

倾听是爱，也是被爱

两年前，赵百合加入到倾听员

团队，并在去年考取了中级社工师
资格证。她的加入，源于父亲患有
阿尔兹海默症。父亲的这个病困扰
了她很久。“父亲退休后不愿意与
外界接触，患病后开始打人、骂
人，我让他按时吃药，他不接受。
怕他走丢，我不让他出门，他就天
天闹情绪。因为他意识不到自己得
病了，我照顾得越多，挨的数落就
越多。”回忆起之前那段艰难的日
子，赵清华说，当时自己几乎快要
崩溃了。

与曹淑丽相识后，赵百合跟着倾
听员一起为社区老人送饭、听老人讲
故事、学习倾听员专业知识，她的心
结好像突然打开了。她开始反思自己：
每天对父亲的陪伴是不是“无效陪
伴”？对父亲的“孝敬”“为你好”是否
合理？……在倾听的过程中，她明白
关爱老人不止于身，更重要的是心和
智。

从此，她改变了对父亲的态
度，不再把父亲当作病人，顺着他
的思路走，也和他敞开心扉。父亲

爱啰嗦，她就耐心听他把讲了 N遍
的老理儿老事儿再讲一遍。听从父
亲的意愿，赵百合把父亲安顿到养
老院，常去探望，却意外地发现父
亲的病情越来越轻。父亲和朋友们
聊天时，一点也不像是位患有阿尔
兹海默症的病人。赵百合自己也从
快要抑郁的边缘被拉了回来。

“其实倾听是爱，也是被爱。倾
听陪伴，到底谁陪谁？这个关系就是
彼和此的关系。倾听陪伴到最后会发
现，我们陪伴的、倾听的、关怀的也
是自己，自己的心灵会得到回归和提
升。所以我特别感谢倾听陪伴团
队。”赵百合说，倾听可以让自己真
正静下来，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也
治愈了自己。

“倾听陪伴是助老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一项互利互惠的大工
程。”曹淑丽说，“未来，我们打算延
展倾听服务，为离得远的老人开展电
话倾听、网络倾听服务，同时发动全
民倾听陪伴助老工程，这会是个更
大、更广、更包容的平台。”

倾听员义务为辖区老人做倾听陪伴志愿服务

“1941年 4月 11日，冀中军
区两千多名八路军战士，用生
命和鲜血在我的家乡镌刻了一
座丰碑。他们用简陋的武器装
备，全歼日寇一支精锐部队。”
日前，泊头市齐桥镇小炉村村
民张德周说，为了将这段历史
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他用
了 20年的时间去挖掘，撰写了
1.2万余字的纪实文学《截击千
发弹》，要让这段历史流传后
世，被人们记住。

张德周今年 55岁，年轻时
当过兵，喜欢研究历史。退伍
后，他被分配到当地一家银行
工作。小时候，张德周常听家
里的老人嘱咐：“可不能随便往
撞顶子跑，那里打过仗，死了
好几百人。”这句话勾起了他的
好奇心。

长大后，张德周才知道，
原来在抗战时期，冀中八分区
23团在当时交河县大队的配合
下，在小炉村全歼了一支日军
精锐部队，当时这支部队正从
河间赶往泊头。自那时起，他
便对这场战斗历史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1992年，张德周找村里老
人问当时的情景，老人告诉
他，那伙鬼子乘汽车，在小炉
村西和八路军接上火后，换骑
自行车，把八路军追到撞顶子
大土岗，没想到被埋伏在那里
的八路军一顿排子枪给打趴下
不少。鬼子再想往撞顶子外突
围，已经晚了……

精彩的抗战故事让张德周
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投入。

“指挥战斗的是谁？”
“反正都是从河间赶过来的

八路军大官。”
“八路军有多少人？”
“多了去啦。在咱村里吃饭

时，一顿吃掉了咱村三花筐窝
头。东边大炉村也用牲口驮来
好几筐窝头，也一顿给吃光
了。”

“八路军人人都有枪吗？”
“有的有，有的背一把大

刀，具体的也记不太清楚。”
老人们又向张德周推荐了

一位绰号叫“大喊”的老兵。
“‘大喊’是县大队队员，参
加了这场战斗，你可以问问
他。”

“大喊”嗓门高，张德周去
找他问这些事，他扯着嗓子跟
张德周讲了个大概。“要细问这
些事儿，还得去查交河县抗战
史，最好到河间以东的村子去
问问。”“大喊”说。

有了线索，每逢假期，他
便骑上自行车，去献县、泊
头、河间等地询问探访。就这
样，断断续续走访了 20年，走
访过程很艰难，但也遇到不少
暖心事，让他有更多动力，坚
持走下去。

“一年冬天，我骑车去献
县，经过垒头，上河堤时，用
力过猛，车链子断了。我推着
自行车徒步走了3公里，来到高
垒头村南，向一位王姓老太太
求援。王老太太把我领到家
里，招呼丈夫拿工具给我修自
行车。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后，
夫妇俩把我拽进里屋，一定让
我吃了午饭再走。”张德周回
忆，那天，老太太炒了一盘花
生，还做了一盘大葱炒鸡蛋。
临走时，张德周要给饭费，老
人的一句话让他倍感温暖：“你
千方百计搜集八路军的资料，
要把英雄的事迹发扬光大，你
说我能要你饭钱吗？”

经多年走访记录，多方考
证历史资料，2021年底，张德
周撰写的 1.2万余字的纪实文学
《截击千发弹》终于在中国作家
网发表。去年8月，参战主官的
亲属将作品转发给中国人民解
放军某部军史办，得到该部队
充分认可。

张德周说：“20年来，我一
直记挂着这件事，纪实文学得
到部队认可，算是实现了我一
个心愿。能亲手记录这段历
史，勉励后人，是一件令人骄
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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