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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我送走第一届毕

业生， 踏上回程火车的那一刻，

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吉群瑛感

慨。新疆部的学生从小没离开过
父母，来到崇明中学后，便将老

师当做了自己家人。

居买古丽刚入学时，给吉群

瑛写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诉说

自己进入足球队的感激之情。在
居买和同学们的口中，吉群瑛就

是他们的“吉爸爸”。前不久备战
崇明区女足比赛时，居买的交叉

韧带撕裂，学校极为重视，教练
张卫忠亲自陪伴左右去市区问

诊， 学校则将她的宿舍搬到一
楼，几位同学也自告奋勇陪她一

起住，照顾她的日常起居。“最难
过的是我无缘最后一次为校出

战的比赛了，最感动的是我收获

了大家的一片真情。 ”她说。

2017年 11月，吉群瑛又做
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任命前板球

队教练、现羽毛球队教练蒋飞斐
当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也是

崇中历史上首个担任班主任的
体育老师。 此后，板球队教练黄

俊也当了班主任。

去年暑假送学生回乌鲁木
齐，四天三晚的绿皮车里，崇中

新疆部的学生载歌载舞，还不断
向蒋飞斐邀舞。 去年疫情期间，

学校为新疆部采购了一批理发
用品，以马伟民为首的几个学生

成了大家的“托尼老师”，不仅给
同学理发（见左图），还热心地为

吉群瑛和蒋飞斐理发，收获大家

一致好评。 “新疆部的孩子们都
很可爱，他们活力十足，蕴含着

巨大的潜能。 ”

以体为媒，崇明岛上的“沙枣

花”们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也建立
了和本地学生、 学校老师间深厚

的感情。 毕业后的他们， 各奔东
西，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贡献

着力量，播撒着种子。 陶邢莹

    沙枣花是新疆特有的植物，拥
有极强的生命力，是新疆学生共同
的名字，他们从美丽的天山脚下，
来到了东海之滨崇明。

寒潮下的崇明岛，气温比市区
还低一两度，夜里 9 ?半，刚下晚
自习的马伟民招呼足球队的小伙
伴们到操场跑圈，这是高中三年养
成的习惯。寒假将至，马伟民期待
着在新疆部的全明星足球赛上，和
学弟们一较高下。

说起上海市崇明中学新疆部，
最大的特色是能文能武，校足球
队、板球队、篮球队、羽毛球队的主
力都来自新疆部。尤其是女子板球
队和男女足球队，自成立以来，多
次在市级以上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崇明一个家，大漠一个家，都

在美丽的大中华……”每当取得优
异成绩，新疆学生们总会自发唱起
这首崇中原创《崇明岛上的沙枣
花》。体育让他们的求学生活更多
姿多彩，塑造了不懈追求的精神。

    高三女生蒙梗赛斯克也在

女子板球队中做着“传承”的工
作。作为前队长，她非常不舍最

后半年的崇中生活，“我想考上
海的大学，最好能有板球特色。”

蒙梗说。来崇中之前，自己从未
见过板球的样子，第一次在这片

国际化标准板球场地上看到学

姐们训练，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尽管板球零基础，但蒙梗坦言，

自己从小在家乡就经常滑雪、骑
马、爬山，还挺有运动天赋的。

2009年，崇明中学在崔希

伟老师的组建下，成立女子板球

队，由蒋飞斐和张春军带队训
练，很快在上海乃至全国赛场崭

露头角。2010年第一次参加全
国比赛，便取得第三名。崇中这

片国际化标准的场地，被挂牌为
国家女子板球队训练基地，也有

学生被选入国家队。

阿瓦古丽曾是蒋飞斐的弟
子，入选国家青年队后，随队去

新加坡比赛，激发了学习的兴趣
和潜能。“她考入海事大学后，每

年放假都回来给队里聘请的外

教当翻译，毕业后回到喀什，当

了一名英语老师，用自己在这里
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学

生。”蒋飞斐欣慰地说。
事实上，板球队的训练格外

辛苦，蒙梗说，夏天练到鞋底都掉
了。尤其是备战全国比赛，暑假里

她们要留在学校集训。而新疆部
每个学期只有暑假才能回家，这

就意味着板球队队员将牺牲和家
人的团聚时光。“和大家朝夕相处

打球，心里怀揣同一个目标，也就

不那么想家了。”蒙梗说。

    8个新疆班，315名学生，从

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国旗班，有他
们飒爽的英姿；运动会，有他们矫

健的身影；艺术节，有他们动人的
歌喉和优美的舞姿。崇明中学校

长吴卫国号召本地学生：“各个年

级要向新疆部同学学习。”
新疆部主任吉群瑛一直秉

持这样的教育理念：“每一个学
生都是颗种子，顺着种子的特

点，老师浇水施肥。”在他看来，
通过学校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培

养孩子们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
精神，还能促进同学间的感情，

帮助他们适应上海的求学生活。
居买古丽是崇中女足队的

王牌射手，刚进校时一度无所适
从。但很快，经过足球队的训练

和比赛，她不仅积累了人气，也

渐渐有了信心。训练之余，比其

他同学更努力学习，英语从原先
只会 ABCD 到如今处于班级中

上游，大家都很佩服她。

自 2011年新疆内高班毕业
生参加高考以来，大学本科录取

率接近百分之百，他们中还

有考取北大、交大的。送走一届

又一届毕业生，吉群瑛希望，无
论他们将来在哪里发展，希望在

崇中学到的知识和养成的体育
锻炼习惯，能让他们终身受用。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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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强了

    马伟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离家到

新疆以外的地方，第一次坐火车时的种
种细节：穿星星峡，越黄土高原，过中原

大地，到烟雨江南，再坐大巴车来到崇
明，近 5天的行程，因为憧憬着高中生

活，他不觉得很累。“火车上，学长学姐让
新生一一写下自己的爱好特长，一听说

进校后能加入足球队，我就格外期待。”

虽然小马从未接受过专业训

练，但教练觉得他的身体协调性

特别好，一下就挑中了他。很快，

他在队里展现出了不俗的组织

能力，也积累了人气，高二时被

选为队长。以足球为媒，在崇

中求学的三年里，他的眼界拓

宽了不少。2019年第一次参加

市级比赛时，大家士气特别足，

明知道比不过一些足球传统名

校，但这支“半路出家”的队伍竟

然捧得第五名的好成绩。后来，

他们还前往郑州参加了内地民

族班的全国足球联赛，取得了全

国第六名。“来崇明之前，我从

未离开过家乡，想都不敢想能拥

有现在这些宝贵的经历。”

升入高三，小马自动从队长

位置退下来，但他和高三队友依

然在课余踢球，尤其是每周五足球

队训练时，他们充当学弟的陪练，

“这是崇中足球队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