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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而行，护鞋
一双冰鞋穿了几十年还没

有换，汤敬维说自己是舍不得，

“实际上，我也曾想过买双新的

冰鞋，尝试一下不同的滑冰感

觉，可是这双老鞋穿了这么多

年，穿出感情来了，而且我一直

把它保护得很好，到现在也没什

么损坏，处理掉也太可惜了。”老

汤说，这双老式冰鞋上承载的，

不仅是自己的爱好，也是自己的

健康，更是自己的青春，所以他

要好好保护。“我现在滑冰之前，

都会先把冰场仔细观察一圈，看

看哪里有坑，哪里有棱，滑的时

候好躲过这些地方，而且也不会

做太剧烈的动作，这既是对冰鞋

的爱护，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现在张家口的室内冰场多

了，滑冰的条件好了，但是汤敬

维仍然经常和一帮老友去大清

河里滑，他们享受的，是那种年

轻时在母亲河上自由驰骋的感

觉。“小时候我们就在河上滑，后

来大清河被污染了，现在这条河

被治理得很好，大家又都回来

了。”老汤介绍说，他们现在有30

多人一起滑冰，基本都是已经退

休的冰场“老炮儿”，每次聚到一

起滑滑冰、聊聊天，大家都觉得

很开心，“我们还自发凑钱买了

一些维护装备，每次滑完冰都在

冰面上洒水，第二天再来滑时，

冰面就又是平整光滑的了。”

前两天滑冰，汤敬维不小心

摔了一下，屁股上留下好大一块

淤青，但他第二天仍然去了冰场，

“滑冰怎么可能不摔跤呢？就是

老手也不可能避免，自己多注意一

些就行了。”老汤说，滑了这么多年

冰，学会了保护好自己，顶多弄个

皮外伤，影响不大，“我现在注重

量力而行，慢慢滑，滑几圈就休息

一下，主要是为了健康嘛。”

作为一位滑冰爱好者，汤敬

维不无感慨地说，奥运会让包括

自己在内的普通市民受益不少，

“我相信由于冬奥会的影响，大

家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会更加高

涨，我的冰鞋也还会继续陪我滑

下去。”

特派记者 李元春 李永生
（本报张家口今日电）

——张家口一位滑冰爱好者的故事

3个月工资，买鞋
1978年，刚刚进厂当学徒的汤敬

维，咬牙花了人生中最大一笔钱，用52

元钱买了一双“黑龙”牌国产牛皮滑冰

鞋。他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双鞋花

了他3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刚进通用

机械厂学徒当钳工，第一年一个月的工

资只有18块，第二年工资涨到了22块，

第三年出徒了又涨到了30块。”

为何会斥巨资买冰鞋，汤敬维解释

说，是因为自己太爱滑冰了，从小就是

伴着滑冰长大的，“我小时候家就住在

河边，从七八岁就开始滑冰了，到冬天，

河里一结冰就去滑。”他还记得童年时

的糗事，小时候由于急着上冰，有时冰

还没冻结实就去滑，结果踩到冰窟窿

里，鞋和棉裤都湿掉，“湿了之后怕挨打

不敢回家，小伙伴们就找点儿柴火生一

堆火，烤干之后再回去。”

自己没买冰鞋之前只能租鞋滑冰，

一个小时就要花几毛钱的租金，这对于

经常泡在冰场的汤敬维来说，是一笔很

大的开销，所以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双

属于自己的冰鞋，尽情地享受滑冰的乐

趣。工作之前，汤敬维就开始攒钱，等

有了工资收入之后，他终于实现了买鞋

梦想，“那时父母知道我买了冰鞋，但我

没敢说买鞋花了多少钱，就怕他们知道

了会发火。”

有了自己的冰鞋，汤敬维彻底放飞

了自我，周日一休息就去滑冰，有时候

下了班甚至饭也不吃就直接去冰场，一

直滑到晚上十点冰场关门。他还记得，

那双冰鞋自己穿着还有点儿大，每次滑

冰只能把鞋带系得更紧一些，“老式

冰鞋是软帮的，支撑性比较差，

鞋带不勒紧不稳定，勒得太紧了

脚背又疼，只能滑几圈就赶紧

把鞋带松开，等脚背不

疼了再继续滑。”

环境改变，藏鞋
这双黑色冰鞋陪了汤敬维很多

年，让他每到冬天都成为冰场上那个

最靓的仔，那是一段多么

快乐的日子啊。但是中

间有那么七八年时间，老

汤却把鞋藏了起来不再

滑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他解释说，不是自己不想滑，而是没地

方滑了：“那些年，张家口的室内冰场少了，

而河里太脏也不适合滑了。”

如今的张家口，在大力发展风电、光电

等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张北的“绿电”直通

北京，更因为点亮了冬奥会的比赛场馆而广

受好评。但在汤敬维的记忆中，张家口历史

上有一段时间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他家旁

边的大清河两岸建起了许多工厂，那条小时

候经常去滑冰的母亲河，也因为被工厂污水

污染而变得又脏又臭，再也不适合滑冰了。

不滑冰了，汤敬维把陪伴了自己多年的

冰鞋精心擦干净，上好鞋油，鞋里放上卫生

球，专门找了一个箱子把鞋藏了起来。那时

他就在想，等有一天张家口的冰场多了，或

者大清河不再是排污河了，他再重新穿上它

走上冰场。鞋子虽然收起来不再穿了，但他

还是保护得很好的，“每年我都会把它拿出

来，吹一吹，擦一擦，上上油，老朋友了，不

能放坏了。”

将近十年前，为了配合北京申奥，张家

口开始环境整治，要“三年大变样”，大清河

也开始治理，那时汤敬维就感觉，自己重新

上冰场的日子要来了。到了2015年，北京

携手张家口申奥成功，那一年55岁的老汤

也因为从事的是特殊工种而提前退休。有

一天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家门口就建起了环

境良好、价格亲民的滑冰场，于是他当天就

把压箱底的滑冰鞋翻了出来，重新上油，磨

刃，再次走上了冰场。

冰场新开，晒鞋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那天汤敬维带着自

己的孙子，来到张家口最大的室内滑冰场“冰之梦”

上滑冰课。在孙子上课的时候，他也穿上自己的冰

鞋在一边滑了起来，这双已经40多岁的老式冰鞋也

吸引了很多滑冰者的目光。有时，他也会很自豪地

向对方介绍自己的“老朋友”。尽管已经穿了几十

年，这双鞋除了冰刃上的镀锌保护层因为常年摩擦

有些脱落之外，其他地方就像新的一样，老汤也很

得意，“它陪了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亏待它。”

汤敬维介绍说，最近几年，张家口以筹办冬奥

会为契机，全力推动冰雪运动场馆建设，鼓励市民

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像这家‘冰之梦’滑冰场，我

从家里坐公交没几站就到这儿了，室内冰区全年

恒温，365天都能来滑。”他开心地表示，现在政府

对冰雪场馆门票价格有优惠补助，低收费也降低

了参与冰雪运动的门槛，让冰雪运动实实在在走

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许多冰场20块钱就能滑一

天，我们这里许多男女老幼都能到冰上滑两圈。”

去年夏天，汤敬维给自己的小孙子报了滑冰

班，如今5岁多的孩子已经滑得有模有样。“我孙子

喜欢滑冰，不像他爸爸只喜欢踢足球。”老汤说，自

己当初给孩子报班学滑冰，只是为了让他有个爱

好，通过运动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就拿我来说，

滑了几十年冰，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受益，现在年

纪大了依然站得很直溜。而且我感觉有什么烦心

事的话，到冰场上滑几圈就好了，可以释放压力。”

自己是个冰场“老炮儿”，为何不教孙子滑

冰？对此老汤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野路

子”，不能耽误孩子，“我当年是无师

自通，但孩子要学的话，还是要

找专业的教练教正

规动作。”

44年前，酷爱滑冰的汤敬维买了一双滑冰鞋。那年，18
岁的他刚刚参加工作，这双冰鞋花了他3个月的工资。但是
中间有很多年，因为各种原因，他无奈放弃了滑冰，这双冰鞋
也被他藏进了箱子里。
44年后，北京冬奥会来了。如今已经退休的老汤又燃起

了心底的热情，他天天带着孙子去滑冰，脚上，还是
那双44年前买的老式冰鞋。“这双冰鞋就像
家里的纪念品，一直压在箱底不见天
日，是冬奥让它获得了重生。”

永
遇乐

冬奥 感动冬奥 感动

扫二维码看视频

如沐
风春

一双陪伴他44年的滑冰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