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的约定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冬奥主题作品，

都是学生手工制作的。”当石景山区电厂路
小学校长薛东和体育老师丁筱语带骄傲地
说出这句话时，不少人都不敢相信，毕竟出
现在眼前的，有绘画、编织，还有一个迷你版
冬奥的火炬，做工的复杂程度，显然要超过
传统认知里小学生的水平。谈及这一点，薛
校长笑着说：“刚看到的时候我也挺惊讶，这
大概就是冬奥带来的力量吧。”

作为全国首个开展冬奥教育探索的学
校，电厂路小学距离北京冬奥组委的直线距
离只有1000米，在那片“占据有利地形”又充
满活力的校园里，藏着一个个属于冬奥和冰
雪的梦想……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项目第二个比赛

日，“冰立方”的看台上，出现了一群特殊的
观众——几十名电厂路小学的师生，现场见
证了中国组合的胜利，赛后，那一张张灿烂
的笑脸，更成为热议的话题。其实，这并非
孩子们第一次与冬奥“连线”，大约一年前，
他们便与昨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苏翊鸣，有
了一个约定。

2021年春天，学校开展了“助力冬奥，给
运动员写加油信件”的主题活动，引发热烈
反响，武大靖、任子威、苏翊鸣等当时正在努
力备战冬奥的选手，都收到过来自电厂路小
学孩子们情真意切的信件。“当时学生们的
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人在课间都跑
来跟我说，希望中国队的哥哥姐姐能在赛场
上获得好成绩。”更让薛东和孩子们没想到

的是，大约两周后，不少人收到了冬奥选手
的回信。
“有一位叫白欣妍的同学，平时非常喜

欢单板滑雪运动，她在给苏翊鸣的信中写
道：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您的指导。小白同学
从来没想过，这个要求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薛东记得，在那封回信中，日程繁忙的苏翊
鸣表示，北京冬奥会后，只要机会和时间允
许，就会来学校指导她滑雪，这可把小姑娘
高兴坏了。

磨破的膝盖
在电厂路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特别的

“冰雪学校”牌匾，那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去年
7月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进工作
会议上授予学校的。而要说学校里最受欢
迎的项目，非冰壶莫属。

2020年，电厂路小学室内冰壶场地正式
启用，这让学生们享受到了在真冰场地上训
练的“福利”，不过也给带教的老师丁筱带来
全新的挑战。“来到电厂路小学之前，我对冰

雪项目并不算非常熟悉。”这个年轻的姑娘
回忆，自己最初带的是旱地冰球队，转到冰
壶/旱地冰壶队时，内心有过犹豫，“因为这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除了技术，带教方
式也需要改变。”

丁筱记得，2019年她接手刚刚成立的旱
地冰壶队时，不少学生因为害怕受伤，连投
掷的模仿动作都不敢做。“尽管我的动作也
只能算入门级，但为了让孩子们鼓起勇气，
必须‘身先士卒’。”第一堂课上，丁筱反复做
着投掷动作的示范，直到每位学生都不再害
怕，自己尝试。等到课程结束，她的膝盖早
已磨破，可在授课过程中却丝毫没有察觉
到。

如今每堂课开始前，总有学生让丁筱戴
上护膝，避免膝盖的损伤，但倔强的她总是
笑着摇摇头，“我这么做是想让学生明白，没
有什么困难和伤痛是过不去的，只要勇敢去
尝试，努力去坚持，就能得到回报，孩子们种
下的冬奥梦想，也会有实现的一天。”

特派记者 陆玮鑫（本报北京今日电）

“热”“冷”相遇 特别景致
北京冬奥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热带国家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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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新闻中心里最热门的话
题，非夺下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
台金牌的苏翊鸣莫属，而在首钢大跳
台边，有一名“特殊”的观众——来自
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的白欣妍，目睹
了这位“未来教练”夺冠的全过程，她
也有望成为新科冬奥冠军的第一位
“弟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北京新闻
中心进行的一段与苏翊鸣有些关系
的访谈，为我们揭开了石景山区电厂
路小学里隐藏着的一个个冬奥和冰
雪的梦想，还有他们和苏翊鸣的一段
“冰雪奇缘”。

“冰雪学校”的

在多数人的传统印象里，冬奥
会是“冷”的，洁白的雪场、晶莹的
冰面、厚厚的羽绒衣……这四年一
届的盛事，似乎与“热”并没有太大
的关联。可世间万物总在不断变
化，北京冬奥会上，越来越多热带

国家选手的身影，开始引人
瞩目，或许他们在场上的成
绩并不算非常理想，但这场
“热”与“冷”的相遇，却给冬
奥会带来了特别的亮色。

二十年后重返赛场
在一个平均气温超过20摄

氏度的国家做雪车选手，是一种
怎样的体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选手安德烈·马尔卡诺可能是最有
发言权的人之一。

2021年的一天晚上，马尔卡诺
与往常一样正在浏览社交平台，偶
然间，他看到一个名为“寻找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伙伴”的帖子，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太疯狂
了，在这么热的地方寻找冬奥选
手，怎么可能行呢？”不知是好心还
是好奇，他在帖子下方回复了一句
“疯狂的想法”，结果就被“盯”上了。

发帖人是个叫阿克塞尔·布朗

的英国和特多混血儿，也是一名雪
车选手，在代表父亲的祖国征战7
年后，他想尝试一些新的挑战。“那
次回复之后，他每天都给我留言，
希望我去尝试下雪车。”马尔卡诺
记得，第一次上车就让他打了退堂
鼓，可面对布朗的软磨硬泡，马尔
卡诺还是松了口。“夏天我们就在
田径场上做体能训练，等到气温下
降时，就去美国和德国练习赛道技
术。”得益于长期担任体育教师打
下的基础，马尔卡诺与布朗奇迹般
地在组队半年后，获得了参与北京
冬奥会的资格。那时候的马尔卡
诺才知道，他的前辈在2002年曾
登上过盐湖城冬奥会的舞台，“全
特多的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因为这
一刻，所有人已经等了20年，不论
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是赢家了。”

干草堆里的一根针
“菲律宾从不下雪。”只是一句

当地人经常说的俗语，虽然听起来
有些过于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证
明着冬季运动在那里是“珍稀物
种”。本届冬奥会上，参与高山滑
雪项目的阿萨·米勒成了这个热带
国度的“独苗”。
“在菲律宾认识一位冬奥会选

手，就像在干草堆里寻找一根针，并
不容易。”米勒承认，自己偶尔会觉得
有些“孤独”，“但是我们对于
奥运，始终充满热情。”作为
最早派选手参加
冬奥会的热
带 国 家

之一，早在1972年的札幌冬奥会上，
便有菲律宾选手的身影。“这次冬奥
会在北京举办，距离我们很近，这给
我提供了许多便利。”在奥运村，米
勒见到了许多和自己一样来自热
带国家的选手，“我们说得最多的，
就是要享受这个过程，等到回去之
后，能把这段特别的经历和更多人
分享，让他们也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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