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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年后， 平泉小学 2007 届毕业生韩天宇和
陈德全参加了平昌冬奥会， 两人作为中国队的成
员，摘得短道速滑男子 5000 米接力银牌，成为继
李佳军、陈露、梁文豪之后载入校史的又一批冰雪
运动精英。 他俩的启蒙教练马涛也是该校体育老
师，每年入冬后也要参与冰场制作，只是冰场不再
靠饭盒去“扣”，而是靠他们自制的浇冰车。

春分将至，冰雪渐融，150 米田径跑道圈起的
冰场已融掉 1/4的面积———寒假结束后它已完成
了这一季使命，只待地面完全露出，这里便可转为
轮滑课场地。 自制的浇冰车被拖出来演示， 它由
1.5 吨水箱和金属板车焊接而成， 作业时需一人
拽、两人推，刘昭辉戏称它为“第三代产品”，2012
年启用至今。前两代产品原理相同，已成为仓库内
的“文物”。

在刘昭辉入职的三年前， 李佳军已经是平泉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武大靖闪耀平昌之前，李佳
军曾是中国选手距离第一枚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
金牌最近的人。他回忆：“在那个生活简陋的年代，
老师和学生都那么积极， 在操场硬是浇出一块冰
场，太不容易了！ ”

这所小学为何这么“任性”？校长刘丽萍介绍，
这缘起于该校退休教师李芳新的爱好。 老人三年
前离世时已年过八旬。“他喜欢滑冰，坚持要教孩
子们滑冰，但学校水源不足，所以发动师生每晚回
家后用饭盒装水冻冰。这份初心，为学校的教体结
合打下了基础，形成了传统。在国家号召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之前， 我们的孩子就已在全员上滑冰
课。 ”

刘丽萍说，每年完成浇冰后，冰场可以使用两
个月。除了滑冰，该校近年来还开展了旱地冰球和
地板冰壶等特色体育课。

上午 10时许，六年级二班的孩子们在体育馆
内“激战”正酣。学生杨爽说：“学冰壶一年多了，我
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体育项目。看
完冬奥会，我一定要好好学，以后要是能参加冬奥
会就更好了。 ”

始建于 1953 年的平泉小学不只一块牌子，
1999 年这里被长春市教育部门命名为长春市短
道速滑学校、长春市花样滑冰学校。学校在常规教
学的同时， 兼顾着长春市冰上运动训练基地后备
专业人才的文化课培养。 所以近 20 余年来，几乎
每届冬奥会上都会有平泉小学毕业生的一席之
地。

地处东北腹地的长春， 是中国最早开展冰雪
运动的城市之一。 1980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
次亮相冬奥赛场的旗手赵伟昌就是长春人。 38年
来， 长春为中国冬季运动各级国家队输送了 200
余名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的 82 名中国代表团
运动员中有 10名来自长春。周洋、陈露、李佳军等
一批冬奥精英的出现， 也激发了家乡青少年广泛
参与冬季体育运动的热情。

平泉小学教学楼的一层楼道长约 60 米，伴着
教室内的书声琅琅， 吊灯周围装饰的造型雪花显
得更为醒目， 左右墙面贴着历届冬奥会简介的图
文宣传板。刘丽萍说，在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之后，学校专门布置了这些，为的
是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关注冰雪、参与冰雪、爱
上冰雪， 也期待有更多的孩子在未来登上冬奥赛
场。

上课铃声响起，一群戴着护具、拿着简易球杆
的孩子从教室里鱼贯而出， 一路打闹来到冰场旁
一块残留积雪的场地上， 摆开阵型开始又一节旱
地冰球课。 /新华社

29年前 师生用饭盒“扣”出冰场
长春这所小学教出平昌冬奥亚军

1989 年冬，19 岁的刘昭辉初到长春市平泉小学任体育老师，亲历了一段“奇事”：学生每天要带两个饭盒，一个装饭，一个装冰，到校后第一
件事是把饭盒里的冰扣在操场上，也有的学生用脸盆或水桶。 参差不齐的冰块形成规模后，刘昭辉和同事一起趁着寒夜浇水、锉平。 22 天后，一
座校园冰场正式“落成”。

2018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18日在这里结束，中国队选手石
宇奇在男单决赛中以 2:1 击败
曾 6次夺冠的林丹，首次赢得冠
军。 中国队也是连续第三年在全
英公开赛上只有一项冠军入账。

22 岁的石宇奇也成为 10
年来第四位赢得全英公开赛男
单冠军的球员，自 2009年以来，
这个项目的冠军此前被三人包
揽：林丹、李宗伟和谌龙。

石宇奇是中国队近年崛起
的希望之星，他在去年的全英半

决赛中就击败了林丹，可惜在决
赛中输给了马来西亚名将李宗
伟。 本届决赛，他与今年将满 35
岁的林丹前两局打得非常艰苦，
首局石宇奇以 21：19险胜，第二
局林丹以 21：16扳回一局。决胜
局中林丹体力下降，石宇奇很快
以 21:9获胜， 结束了这场长达
74分钟的争夺。

石宇奇赛后说：“全英公开赛
是球员非常看重的一个比赛，能够
成为现役球员中第四个夺冠的选
手，尤其击败像林丹这样的传奇球

员夺冠，我感到非常自豪。 ”
林丹对自己在第三局的发挥

很不满意：“第三局我失误太多，可
能是心理状态出现了问题。 ”

不过林丹也表示：“今年我
35岁了， 每次出现在赛场上，我
都希望刷新自己的纪录，拿了冠
军当然好， 但作为一个 35岁老
将，能够征战决赛，我也很肯定
自己的表现。 ”

他还说：“如果一切正常，我
很期待能够参加 2019年的全英
公开赛。 ”/新华社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石宇奇克林丹首次问鼎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
赛对阵林丹之前， 石宇奇特意
准备了几个英语问题， 打算赛
后直接用英语应对现场主持人
的采访。“可是我准备的问题都
没有被问到， 问的全是奇奇怪
怪的问题。 ”脖子上挂着奖牌的
石宇奇走到混合采访区， 笑容
满面，似乎也有点失望。

问题奇怪也可以理解，因为
对于全英公开赛的观众来说，
突然产生一位新的男单冠军，

大家当然好奇。 毕竟在他之前，
近 10 年间只产生了林丹、李宗
伟和谌龙三位男单冠军。

记者们对他同样好奇。 更
新奇的是， 石宇奇有些问题并
不按套路回答。

“你非常年轻，肯定从小就
看着林丹的比赛长大的， 今天
击败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有
记者问。

“我其实从小并不看林丹
的比赛， 因为我从小很少看羽

毛球比赛。 ”
石宇奇 1996 年出生在江

苏南通，7 岁进入少体校练习
羽毛球，18 岁获得亚洲青年锦
标赛和青奥会男单冠军。 很难
相信他竟然不看林丹的比赛。

“你获胜的秘密是什么？ ”
“好像没有秘密。 就是从每

天训练到赛前准备， 把细节一
点点做好。 ”

“那你怎么准备对林丹这
场决赛的？ ”

“就是赛前看了他比赛的
录像，在战术上作出一些改变，
因为我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了。 ”

“距离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只有两年时间了， 这次你击败
了谌龙和林丹夺冠， 你有没有
信心赢得奥运会冠军？ ”

“这个问题我还真准备了
英语回答， 就是主持人现场没
问。 ”他笑道。

“虽然我赢了这个冠军，但
与这些老将还是有些差距，还

有很多东西要跟他们学。 ”———
的确像是准备好的答案。

“全英冠军是你职业生涯
中最重要的一个冠军， 从这次
夺冠中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

“More�confident（更加自
信）！ ”石宇奇终于找到了说英
语的机会。

正是这种自信， 让人们看
到了中国队男单在林丹和谌龙
之后的希望， 石宇奇完全可以
担当重任了。 /新华社

“英语问题白准备了！ ”
———记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石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