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022年3月7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 郑 毅 13冬残奥

赔钱也值

在美发界，大家都心照不宣，来钱
最快的是两个时段：春节前40天和“龙
抬头”。前者，理发师能轻松净赚三四
万元，后者仅一天，就能入账小两千。
“春节前和二月二做头，寓意‘一

切从头开始’，大家都想美美地过年和
开工。”说起往年最忙碌的时光，屈师
傅眼睛放光，“就这40来天，能顶半年
的收入。”
这个冬天，屈卫东选择进闭环，当

一名“双奥”理发师。“单算经济账，我亏
大了，这两个来月，刨掉租金和其他成
本支出，每个月到手就四千多。但算人
生账，这段经历是无价的。”屈卫东说。

当初遴选“双奥”理发师时，张家
口上百人报名，屈卫东“过五关斩六
将”，在现场实操环节技压众人，脱颖
而出。“作为一个张家口人，能在家门
口见证‘双奥’，是一种荣幸，很多人想
来还来不了呢，所以我很珍惜。”

在张家口云顶大酒店的五楼，屈
师傅和朋友租下了一个15平方米的店
面，简单装修后，一家理发店雏形初
显。2021年12月11日，理发店正式开业，
专门服务闭环内的志愿者、媒体记者、

涉奥保障人员等。
进闭环前，屈卫东专门选购了两

块大号的“龙袍”和“凤袍”围布，给男
女顾客剪头时使用，“一来想让大家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二来让人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他笑着说。

剪鬓角

屈卫东的小店很干净，门口挂着
转灯，托盘内有各种消毒液，浅色地
砖，矮木柜，剪刀、推子、梳子、吹风机
齐整摆放，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卫生许
可证，玻璃门隔出了一个洗头间。
小店生意虽好，但每天顶格接待

的客人只能有17位。按照防疫要求，理
发店必须施行预约制，理发师和客人
需全程佩戴N95口罩，且每个时段只
接待一人，理完后，店里需消毒20分
钟，才能接待下一位。“又要剪好，防疫
也不能松。”

闭环内理发主要以“剪”为主，不
做烫染，“主要是担心烫染需要的药
水，万一让客人皮肤过敏，就不好办
了。”屈师傅说，光顾小店的男客人多，
有的头发长得快，一周就得来一次。
“最难剪的是鬓角，因为鬓角挨着

耳朵，耳朵挂着口罩。”每剪到鬓角处，
屈卫东都会屏住一口气，用左手小指
压住口罩带，食指与大拇指推住头发，
右手轻挑着剪，“剪鬓角是个慢活，对
手艺要求高，每一刀下去，出来的效果
都不同。”
一开始屈师傅也紧张。“万一给老

外剪坏了，人家正好上电视，被笑话发
型差怎么办，这丢的是咱行业的脸。所
以我们进入闭环的理发师都有一个念
头，用心地对待每一位顾客。”
每天就在这个方寸间踱步，屈卫

东也能走八千多步。“晚上回宿舍烫个
脚，就解乏了。”

心仪发型

进闭环快三个月，屈师傅已经给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人理过
发。
因为手艺好，名气大，不少到山地

新闻中心参加发布会的国外运动员、
教练员都会慕名来找他。“很多客人都
有翻译软件，有的是电话打通‘在线翻
译’，所以我跟顾客交流不成问题，他
们想剪成啥，我都明白。”
剪得多了，屈师傅也总结出了闭

环内男士“心仪发型”排行榜———“日
本韩国顾客来得勤，多以精修和剪中
碎发为主；欧美客人头发偏细软，喜欢
剪成‘油头’‘背头’以及很短的‘寸
头’；志愿者主要是大学生，多剪学生
头……”

在闭环内理一次发，价格从78元
到128元不等，而每每遇到志愿者，屈卫
东总是尽量照顾。“这帮孩子，头发长
到不行了才来剪，象征性收点行了。”
几年前，屈卫东在张家口市一所

大学附近理发，留学生们常去找他，没
想到那时的练手，竟成了如今的优势，
不管是发质的软硬，还是形态的直卷，
对他来说都不陌生。“这也是我被选为
‘双奥’理发师的原因吧，看来人生中
每段经历，对未来都有意义。”
屈师傅说，他最喜欢看剪完后，客

人对着镜子端详的眼神。“有的客人会
给我翘大拇指，那一刻，立马不累了。”
不过，屈卫东最盼望的还是冬残

奥会顺利闭幕，这样他就能早点去隔
离，早点见媳妇。她的爱人也是一名
“双奥”人，目前在“雪如意”附近一家
酒店做客房服务员。“三个月没见，每
天只是视频，她说，让我回去给她做个
最美的发型。”

双奥理发师 到底能赚多少？
31岁的屈卫东在北

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当

理发师。 他被亲戚朋友

问到最多的问题是：“闭

环内理发能赚多少？ ”

3月4日“二月二，龙

抬头”。 21点30分，张家

口云顶大酒店， 屈卫东

迎来了最后一位客人 。

这天， 他的登记簿写满

了17个人的预约信息。

张梦秋：“金色女孩”铸就历史突破
当张梦秋越过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岩石赛道最后一个弯道，跃入人们视
野并全速冲向终点时，守候在终点区
域的中国队教练组、技术官员和志愿
者人群，已经进入狂欢模式。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
日，中国高山滑雪迎来了突破历史的
激情时刻：1分13秒54！在残奥高山滑
雪项目中，终于第一次有中国运动员
出现在最高领奖台上！
“我很喜欢‘金容融’，我喜欢金

色！”张梦秋说，“我现在感觉特别开
心、激动。”

张梦秋出生于2002年，14岁时，她
被河北省残联选中，成为一名高山滑
雪运动员。“刚到队里的时候，什么都
不懂，教练告诉我说，想要把雪滑好，
就必须练好体能。一次完成体能训练

后，我的双腿已经疼到走不了路了。那
时我想到过放弃，在家哪受过这样的
苦呢？”

后来，看到队友每天都在努力训
练，张梦秋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定要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人生能有几回
搏，现在不搏何时搏———这句话是我
前进的动力。”张梦秋说。

第一次穿上滑雪板站在雪道上的
时候，她在一个小缓坡上就摔了好几
跤，后来慢慢掌握了一些技巧，就越滑
越好了。第一次参加河北省残运会时，
小梦秋没能登上领奖台。看到站在领奖
台上的队友，她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
站上领奖台。终于，她在自己参加的首
次残疾人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上，拿下
一银一铜，并且顺利进入了国家队。
“当时我告诉自己，下一次比赛，

我的目标不是第二、第三名，而是夺得
冠军。最终，我在全国残运会和省运会
中都拿到了金牌。”张梦秋说。
赢得全国冠军后，张梦秋开始向更

高的目标发起冲击。“先是去了新西兰
看到国外的雪道和国内的不同之处，虽
然对手不多，但也积累了一些比赛经
验。后来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参加了
欧洲杯和世界杯比赛。对国外的运动员
有了一些了解，感觉自己和国外运动员
的差距特别大，我还得继续努力。”
为了尽快缩小差距，张梦秋和她的

伙伴们加倍努力。在他们身后，许多人
以各种方式给予全力的支持。中国残疾
人高山滑雪队领队王响平表示，这批运
动员之所以能迅速提升竞技水平，离不
开国家队从选材到日常队伍管理的体
制机制保障，离不开诸多高水平雪场的

场地设施保障，更离不开我们运动员无
所畏惧、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2020年，张梦秋在瑞士为中国队
拿下残疾人高山滑雪首枚世界杯金
牌。随后她又在当年的世界杯分站赛
中赢得三枚奖牌。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前，她被国际残奥委会官网认为是“承
载‘东道主’夺冠希望”的选手。

5日，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女子站姿
速降项目中仅以0.1秒之差屈居亚军。“我
挺开心的，滑降不是我的强项，今天的成
绩会对后边的比赛（在信心方面）有一些
帮助。”张梦秋在收获银牌后说。
夺得金牌之后，当记者问到她想通

过这个冠军给人们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时，她先是说，“我脑瓜子笨，不会说”，
然后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说：“想让更
多人知道，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以一路领先的姿态到达终点，中
国选手郑鹏夺得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
雪男子长距离（坐姿）项目金牌，也为
中国队取得了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
成绩。

夺冠后的郑鹏在受访时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因为他实现了四年前的
梦想。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越野滑雪
男子坐姿15公里比赛中，郑鹏获得第四
名，创下了当时中国队冬残奥会个人项
目的最好成绩。 虽然已经成绩不俗，
但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郑鹏仍不
免遗憾。“前几圈如果控制再好一点，可
能成绩会更好。”彼时的他这样总结自
己的表现，同时立下了更高的目标。“回
去继续加把劲，努力争取登上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的领奖台。”

他做到了！“今天把这几年的训练
水平都给发挥出来了，感觉滑的节奏
都比较顺，中途可能有点小失误，还是
及时地调整回来了。”与四年前不同，
郑鹏认为自己能够在长距离比赛中夺
冠的关键就在于对节奏的掌控。“毕竟
是18公里，就怕前面的节奏太着急了，
会影响后面的体能分配，今天还是节
奏把握得比较好。”他说。

收获金牌的郑鹏面对记者提问总
是能够冷静分析比赛的得失，而他成
长为专业滑雪运动员的道路其实布满
荆棘。今年29岁的郑鹏出生在福建莆
田。2011年，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的他
被升降机砸伤双腿造成残疾。

2013年，郑鹏在家乡残联的推荐
下报考北京一所残疾人体校并被录
取，从此与滑雪运动结缘。进入国家队
后，在上强度的训练中，郑鹏也会滑倒
摔伤，但他仍咬牙坚持，日复一日地朝
着自己的梦想进发。

时隔四年终于圆梦，站上最高领奖
台的郑鹏却没有过多提及自己的艰苦
付出，而是将更多感谢给予了自己的教
练和队友。“四年来我们按照教练的系
统训练计划提高体能，在匀速训练中找
到适合自己的体能分配方式。”他说。

与教练提供的训练指导相比，郑鹏
认为队友给予他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支
撑。“今天我们有三位队员参赛。如果自
己真的发挥不好，还有队友在后面接
棒，让我感觉轻松不少。”郑鹏笑言。

时隔四年
郑鹏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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