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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安到亚洲冠军从保安到亚洲冠军从保安到亚洲冠军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 超

拳怕少壮，对于半路出家且25岁才成为职业拳手的程杨杨来说，“高龄”是他职业生涯里始终无法回避的短板。

他从不惧怕短板，就像在场上不惧怕任何对手一样。他接连在各级比赛中获得冠军，又在转练柔术的同一年入

选国家队、出征世锦赛，取得世界排名第13名的成绩——

闫朝的不物手作工作室在任丘
市万达广场金街，若非节假日，相
较周围那些人来人往的餐馆、奶茶
店，这里冷清了许多。

但闫朝并不介意。对他来说，工

作室并非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更像是
一个体验人生乐趣的游乐场，即便工
作室只有他自己，也是一种享受。在
这里，35岁的闫朝不再是一名自由游
戏原画师，而是灯工玻璃手艺人。

他让玻璃焕彩重生他让玻璃焕彩重生他让玻璃焕彩重生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当喷枪的火焰温度升至1400℃，闫朝的双手仿佛拥有了

魔力。他将一根根彩色玻璃棒、玻璃管变成蜘蛛、蝴蝶、飞马，

以及镂空的云朵和猫咪，让原本冰冷的玻璃瞬间有了生命。这

种工艺被称作灯工玻璃——

小学生端午赛诗沐书香

作为一名自由游戏原画师，没
有工作任务的时候，闫朝就泡在工
作室里，研究如何通过组合、拉
扯、黏合等方式，让那些平平无奇
的玻璃棒、玻璃管变成惊艳众人的
灯工玻璃作品。

在闫朝的众多作品中，既有长
度仅有一两厘米的苍蝇，也有半米
多高的小鹿，每一件都活灵活现，
惹人喜爱。尤其那只小鹿，是他刚
刚完成的得意之作。“那件作品是我
用灯工玻璃编织技法完成的。这种
技法有点儿像3D打印，又像是织毛
衣，只不过原材料不是毛线而是玻
璃。”闫朝说。

闫朝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开设了
个人账号，专门发布作品视频。他
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把那些与日
常生活渐行渐远的传统手艺重新拉

回到大众视野。
如今，闫朝在各网络平台的粉

丝已有一万多人。在这些粉丝中，
既有刚接触就已爱上这项技艺的初
学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
他们不仅通过闫朝发布的视频了解
了灯工玻璃技艺，而且还会来到他
的工作室，实地体验，相互交流。

看到有这么多人喜欢灯工玻璃
技艺，闫朝特别高兴。不过更让他
高兴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

“传统技艺也要玩出新花样。只有建
立在了解、理解的前提下，年轻人
才有兴趣和热情去享受它、传承
它。”闫朝说。

老手艺变“潮玩”

本报讯 （记者康宁 通讯员李
博） 6月 8日，由新华区图书馆和
荷花池社区联合主办的共沐书香赛
诗会，在新华区禧福荷堂小区举
行，40 余名小学生参加了此次活
动。

因为正值端午假期，很多小
选手特意挑选了一些应景的古诗
词进行朗诵。“重五山村好，榴花

忽已繁。”“五月榴花妖艳烘，绿
杨带雨垂垂重。”……小选手们上
演了精彩的车轮战，台下响起阵
阵掌声。

赛诗环节结束后，是抢答互动
环节，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习俗和历
史知识。经过多轮角逐，赛诗会评
选出 3名获奖选手，由新华区图书
馆的工作人员颁发荣誉证书。

闫朝接触灯工玻璃技艺的时间
并不长，满打满算也就 1年。但有
些时候，时间并不能代表一切。

以不同颜色的玻璃棒、玻璃管
为主要材料，经过高温加热，再借
助钳子、镊子等工具进行塑形，由
此制成的各种首饰、摆件，既有玻
璃制品玲珑剔透的质感，也有手工
艺品独一无二的属性。

闫朝第一次见到灯工玻璃作品
是在网络上，只一眼，他就被这些
散发着独特魅力的艺术品打动了。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像茫茫
人海中遇到了那个想要厮守一生的
人。”闫朝说。

为了学习灯工玻璃技艺，闫朝

去过很多地方，直到去了北京才达
成所愿。

灯工玻璃技艺的门槛并不高，
往简单说，只有融化和塑形两个步
骤。闫朝的第一件灯工玻璃作品是
一枚花形戒指，因为有美术功底，
再加上平时就喜欢做手工，他不到
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制作，“玻璃就像
在火焰中舞蹈，制作过程很治愈，
又有仪式感。”

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闫朝对
灯工玻璃技艺更痴迷了。在北京学
习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任丘开了一
家工作室。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
年轻人来到这里，尝试这项既新鲜
又古老的技艺。

“相见恨晚”

当 喷 枪 的 火 焰 温 度 升 至
1400℃，闫朝的双手便仿佛拥有了
魔力。他将一根根彩色的玻璃棒、
玻璃管变成蜘蛛、蝴蝶、飞马，以
及镂空的云朵和猫咪，让原本冰冷
的玻璃瞬间有了生命。

虽然灯工玻璃技艺的门槛并不
高，但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它上限很
高，而这也是闫朝为之痴迷的原因
之一。

比如退火工艺。在制作一些复
杂作品时，由于作品体量大、颜色
多、造型复杂，玻璃在自然冷却过
程中，很容易产生裂痕甚至发生断
裂，这就需要人为延缓玻璃的冷却
时间，而制作简单作品往往不需要
这道工序。

拉丝、混色、焊接、搭桥、退
火……随着作品的精细程度不断提
升，其制作难度也会成倍增加，有
些作品时常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成
功。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就像女孩子不会嫌“贴花黄”的
时间太久，闫朝也从不觉得研究
灯工玻璃技艺多么枯燥。“这是一
门特别考验手艺人心态的艺术，
作品一旦完成就很难进行二次修
改，所以要不断学习，尽可能一
次性做到最好。”闫朝说，“当初
学手艺时，我只用了几十节课的
时间，就掌握了灯工玻璃技艺的
基本要领，可是真正的创作却要
用一生来钻研。”

对镜贴花黄

5月 26日中午，在福建省武夷山
下，2024年全国柔术、克柔术、桑搏
锦标赛进入到决赛阶段。经过比拼，
来自渤海新区黄骅市的程杨杨最终获
得男子组56公斤级第二名。

34岁的程杨杨是黄骅酷城综合格
斗搏击馆的负责人兼教练。他还是一
名职业运动员，多次在泰拳和柔术两
个项目的赛事上斩获奖项。很多人知
道他有一双“铁拳”，但很少有人知
道，他的这双“铁拳”是如何练成
的。

“花钱找打”

和大多数男孩一样，程杨杨从小
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大侠，惩恶扬善，
纵横江湖。他很早就跟村里老人练习
武术，直到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一个
散打节目，立刻就迷上了。

16 岁那年，程杨杨买彩票中了
1000元奖金，他立马找到一家散打俱
乐部报了名。

那时候，程杨杨正在沧州市区读
中专。每逢周末，他就到俱乐部练习
散打。“与其说是学，倒不如说是花钱
找打。”当时在俱乐部，虽然程杨杨的
年纪不小，但是没有任何散打基础，
是个十足的“小师弟”，再加上他个子
小、身体素质相对较差，所以不管和
哪位师兄对练，结果都一样——总是
被打得鼻青脸肿。

可即便如此，每次对练，程杨杨
都咬牙坚持。“当时，我一边挨揍一边
想，别看我现在弱，给我点时间，早
晚能打赢你们每一个人！”程杨杨从小
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

很快，程杨杨的父母发现了他偷
学散打的秘密。“他们本来就不支持我
学散打，看到我浑身都是伤就更不愿
意了。”程杨杨说。

其后几年，程杨杨毕业、结婚，
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他依
旧喜欢看小时候看的那个散打节目，
没事的时候就练几下，生活平平淡
淡、波澜不惊。对他来说，这样的日
子很幸福，却又总是感觉少了些什
么。

重燃旧梦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程杨
杨突然平静地对妻子说：“我还是喜欢
搏击，想当一名职业选手。”

“放不下就去吧！”妻子给了他最
大的支持。

可是，这条路注定不好走。
程杨杨当时已经24岁，并且只接

受过 3个月的入门训练。这个年纪从
零开始，在任何一项竞技体育里，获
得成功的几率都很渺茫。

为了能够成为职业选手，程杨杨
辞掉了工作，在黄骅一家搏击馆专心
练习泰拳。“没有收入也就没有了退
路，别人都是从小学习，我是半路出
家，唯一的优势恐怕就是这份热爱
了。别人一天练 6个小时，我就练 10
个小时。”程杨杨每天近乎疯狂地训
练，半年瘦了近20公斤。

2015年，25岁的程杨杨正式开启
职业生涯。和其他职业选手相比，半
路出家的他自带话题，人们纷纷将他
与励志、追梦等词汇画上等号。然
而，竞技体育是残酷的。赛场上，运
动员之间比拼的不是过往经历，而是
谁的拳头更硬。

职业生涯前 5场比赛，程杨杨全
部以落败结束。

“当时很多人劝我放弃，但我从
没动摇过。上场比赛，我可以技不如
人，但让我放弃绝对不行。”凭借这
股韧劲儿，程杨杨不仅坚持了下来，
而且两度获得洲际级别泰拳比赛冠
军。

2019 年，随着年龄增长，29 岁
的程杨杨改练柔术。他再一次让大家
刮目相看，改项当年便通过了国家队
选拔，与其他 8名运动员一起，远赴
阿联酋参加世界柔术锦标赛，并取得
世界排名第13名的好成绩。

走上职业赛场这些年，程杨杨获

得了数不清的奖牌和荣誉，也遭受过
数不清的伤痛，胸骨骨折、肋骨骨
折、门牙被打掉……对他来说，鼻青
脸肿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寻常。

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后悔走上职
业道路，“我只后悔没有早点登上职业
赛场。”

“最后一战”

2020年，在朋友帮助下，程杨杨
成立了自己的搏击俱乐部，成为一名
搏击教练。这些年，他带过的学生有
近千人，其中有不少走上了职业搏击
的道路，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成为教练的同时，程杨杨并没
有远离赛场。如今，34岁的他每年仍
至少参加6场职业比赛。

在前不久举行的 2024“SJJCF”柔
术公开赛（成都站）上，程杨杨获得
了一金三银的好成绩。但很少有人知
道，他全程带伤上场——就在赛前，

医生还一再要求他打上石膏，好好休
养。而程杨杨要克服的困难不止这一
个。他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
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病症越发严重，
每当紧张或是遇到强光照射时，就会
短暂失明……

竞技体育是年轻人的天下。近两
年，程杨杨明显感觉到，赛场上的老
面孔越来越少，实力不俗的年轻选手
越来越多。

人们常说拳怕少壮，对于程杨杨
来说，“高龄”是他职业生涯里始终无
法回避的短板。他从不惧怕短板，就
像在场上不惧怕任何对手一样。

他把每场比赛都当作“最后一
战”。“很多人问我，要打到什么时
候。我每次都回答，打到打不动为
止。可什么时候才会打不动呢？我想
那要到我很老很老的时候。”程杨杨笑
着说。

表扬信揭开的表扬信揭开的表扬信揭开的“““秘密秘密秘密”””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孙晓卉 本报通讯员 唐 亮

日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
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一封从
青海省西宁市寄来的表扬信，寄信人
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
运段Z22次列车的列车长。这封近400
字的手写信，讲述了一个被隐藏了一
个多月的“秘密”。

Z22次列车是一列由拉萨开往北
京的直达特快列车，线路长 3773 公
里，运行时间超过40个小时。

5月 4日 21点 40分，Z22次列车
驶出中卫站没多久，广播里突然传来
焦急的声音：“5号车厢有位乘客突发
疾病，急需医护人员救助！”

当时，就读于沧州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尚天星、谢永
康、李虎 3 名学生，就在这趟列车
上。听到广播后，他们急忙赶到 5号
车厢。

乘客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一

度陷入昏迷。情况紧急，三人随即
与其他热心乘客一道展开救护。尚
天星负责测量血压、检查神经系
统，并与当地急救中心沟通病情，
记录病情变化；谢永康负责建立静
脉通道，气囊加压给氧；李虎则负
责舌下给药……

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患者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意识逐渐恢复。与此
同时，列车也完成了临时停靠，三人
又用担架将病人抬下火车，交由当地
医护人员进行进一步治疗。

回到学校后，三人谁也没提起这
件事，直到表扬信寄到学校，这个

“秘密”才被更多人知道。
作为首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校，

多年来，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始终
坚持为学生开展全覆盖式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尚天星、谢永康、李虎三人
中，有两人已经通过应急救护培训，

并获得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
书。此外，3个人都曾经当过兵。

面对表扬和感谢，尚天星、谢永

康、李虎表示，他们既是医学生也是
退役士兵，当群众遇到困难时，实施
救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走上职业赛场这些
年，程杨杨（左一）获得了数
不清的奖牌和荣誉，也遭受
过数不清的伤痛。

▲程杨杨（左）
把每场比赛都当作

“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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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工玻璃技艺让闫朝痴迷灯工玻璃技艺让闫朝痴迷。。

闫朝用编织技法制闫朝用编织技法制
作的灯工玻璃作品作的灯工玻璃作品。。

李虎李虎（（左二左二）、）、尚天星尚天星（（右三右三）、）、谢永康谢永康（（右二右二））
与其他参与救治的乘客合影与其他参与救治的乘客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