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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入 9 号弯，速度 94.290。”2 月
26 日，北京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广播中
不断传来雪橇运动员的信息。3 位来
自衢州江山的初中生平躺在雪橇上，娴
熟地加速、入弯、出弯，他们刚刚突破时
速 90 公里的关口。难以想象，10 个月
前，他们还是从未接触过冰雪项目的南
方少年。

这3位初中生是刘浩宁、毛益淋、徐
铭娟，他们是江山市体育艺术学校八年
级的同班同学，通过严格的选拔，获得了
国家集训队试训资格，被列入雪橇项目
后备人才梯队，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上飞驰。
3 位少年来自江南，怎么会接触冰

雪项目？冰雪项目又给他们来带了什么
样的考验？

田径少年向雪橇跨界

3 位同学曾经是田径特长生，有着
相似的成长经历。他们从小就活泼好
动，跑步速度超过一般同龄人，因此结缘
田径，小学就开始训练。

“他们的训练态度和训练质量常常
让我很省心。”提及自己的学生，江山市
体育艺术学校田径教练周杰说。

男生刘浩宁则明显比同龄人沉稳，
他稳定的情绪一度让周杰觉得，转项射
箭、射击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但出于对
田径的喜爱，刘浩宁一直坚持在田径队
训练。

2015 年，北京取得第 24 届冬奥会
举办权，冰雪项目逐渐升温，雪橇、钢架
雪车和雪车等冰雪项目国家队相继成
立，并进行跨界跨项选材。

江山由此和冰雪项目结缘，早在
2018 年，江山中学的朱杨琪就入选钢
架雪车国家集训队，随后几年，朱杨琪
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2023 年 8 月，
江山市体育艺术学校的柴佳慧、江山中
学 的 王 关 硕 也 进 入 钢 架 雪 车 国 家 集
训队。

去年 5 月，国家队教练王雪霞来江
山挑选运动员。经过线下选材、视频选
拔，3 位同学被选中，前往北京参加选拔

测试。

和坐过山车一样刺激

去年 10 月，3 位同学在周杰的陪同
下前往北京，一起参与选拔的还有来自
黑龙江、辽宁、广东、山东、陕西、浙江等
地的运动员，共36人。

选拔测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主要测试运动员的体能和适应能力，

有 25 人获得了上冰资格，3 位同学都名
列其中。但第二阶段，才是真正的冰上
选拔。

雪橇和雪车、钢架雪车项目并称为
“冰上 F1”，正式比赛中，雪橇最高时速
可突破 130 公里。光滑的冰面，没有护
具、没有绑带，每一次进弯、出弯都是勇
气和技术的双重考验，碰撞是常态。“一
旦发生碰撞，调整不及时，就是连续不断
的碰撞，甚至可能人车分离。”3 位少年

说，但被问及“驾驶感受”，他们都表示不
害怕，反而很享受，“和坐过山车一样刺
激”。

有一次上冰训练，徐铭娟因为在出
弯过程中没调整好角度，人橇分离，撞上
了冰面，尾椎骨轻微骨折。要不要休
养？接下来的测试怎么办？休养就意味
着接下来的选拔不能继续进行，将被淘
汰。“好不容易到这一步了，就这样放弃，
太可惜了。”徐铭娟最终选择了继续坚

持。在营地里教练的指导下，她在尾椎
处垫了柔软的棉垫，尽量减缓碰撞带来
的冲击力，避免二次受伤。

经过不断练习和尝试，3 位同学渐
渐找到了感觉，虽然磕碰时有发生，但
小 伤 不 足 以 浇 灭 他 们 学 习 和 尝 试 的
热情。

除了技能、伤痛，气温也在考验着运
动员。“去年 10 月 30 日开始上冰测试的
那一周，北京平均气温 0℃，冰道的温度

在零下 10℃。”周杰说，孩子们每次从终
点返回起点的时候，只能穿着一套薄薄
的训练服。

去年 11 月 28 日，雪橇项目训练营
的青少年名单公布，3位少年全部入选。

加速，再加速

坐上雪橇，刘浩宁深吸了一口气，紧
紧盯着前面的指示灯。

绿灯一亮，他手一发力，雪橇获得了
初始速度。他迅速找到最佳状态，躺平，
手臂收于橇内，雪橇逐渐加速。直道加
速、进弯、出弯、冲线，短短几分钟，一次
冰上雪橇训练完成了。

去年 12 月 21 日，入选雪橇项目训
练营后，3 位少年开始了新一轮上冰训
练。上冰当天，北京气温骤降，“雪游龙”
赛道的气温达到零下 20℃。白茫茫的
雪落满山头，远远看去，赛道就像一条白
龙。运动员们认真训练，得到了教练的
认可。

姿态是训练初期的必修课。躺下
后，什么样的姿势是标准的？弯道里，脚
应该怎么放？姿态的把控和调整又该如
何熟悉？教练员针对运动员的训练逐一
分析，展示规范动作、解析错误动作，通
过手绘的方式帮助运动员理解。

今年 1 月 5 日，运动员们迎来了新
挑战——坐姿出发改为躺姿出发，雪橇
的最高时速提升到85公里。

2 月 22 日，寒假后回归训练的 3 位
少年在 3 天恢复训练后，站上了新的
高度——训练赛道达到了 9 个弯的长
度 ，相 较 于 去 年 12 月 延 长 了 将 近 一
倍。同时，最高时速再次提升，达到 97
公里。

速度的攀升，进一步考验着 3 位少
年的勇气和胆量。“虽然速度不断提升，
但我始终专注于自己的训练状态。”刘浩
宁说。

加速，再加速！雪橇比赛的计时要
精确到千分之一秒，胜负只在毫厘之
间。属于3位江南少年的雪橇故事才刚
刚拉开序幕。他们风驰电掣的速度，也
是追梦的速度。

江山3名少年入选国家雪橇项目训练营

风驰电掣，逐梦“冰上F1”
本报见习记者 林 霄 本报记者 于 山

一个艺术团和一个制造工厂能擦出
怎样的火花？

中午休息时间，宁波舜韵集团有限
公司 3 楼的“舜韵员工之家”排练厅里，
悠扬的乐声倾泻而出。31 名员工鱼贯
而入，工装一脱，翩翩起舞。

排练厅的一角，有人不断用手语指
挥节拍，透露了这群舞者的不同寻常，他
们基本是听障人士，平均年龄二十五
六岁。

3 年前，这 31 人曾是北京一家艺术
团成员。因疫情演出锐减，艺术团陷入
困境，宁波爱心企业舜韵公司伸出援手，
把31人临时接纳到工厂。

经过磨合，这个残疾人艺术团终于
找到了与工厂共生互助的模式，艺术团
也有了以企业子品牌为名的崭新“身
份”——“健九鹤圆梦艺术团”。

给艺术团托底，浙企
伸出援手

回忆起数年前，艺术团团长、残障歌
手于泳湛仍五味杂陈。2019 年疫情来
袭，演出行业全面停滞，他们的演出量断
崖式锐减，面临散伙的窘境。

“我在团里20多年了，要是散了，真
像蒲公英一样，很难再聚起来！”身为艺
术团里的“老人”，于泳湛忧心忡忡。他
没想到，转机很快就出现了。

一个偶然机会，舜韵公司董事长姚
国祥在朋友的引荐下，到北京观看于泳
湛所在的艺术团演出，年轻人脸上绽放
的那份自信、阳光让姚国祥动容。后来，
听闻艺术团的窘境时，他几乎是脱口而
出：“我们工厂愿意全员接收。”

就这样，于泳湛与姚国祥联系上
了。“残障舞者本来生活就不便利，平时
依靠线下商演来维持收入，没有演出，梦

想也会中断。我就想着给你们托托底，
来厂子里先干点简单的活，每个人每月
发 5000 元保底工资，等疫情结束，你们
又能重新回到舞台。”姚国祥的话，让于
泳湛的眼眶红了。这意味着，宁波这家
企业每个月需要实打实拿出十五六万
元钱。

于泳湛后来才知道，舜韵公司的爱
心由来已久，他们一直在陆续招收残障
员工，目前已有16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
28%左右。

就这样，一辆大巴车载着 31 个人，
从北京出发直奔舜韵公司。于泳湛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坦言心情是忽明忽暗的，
上工厂车间生产线，是一条他们不曾走
过的路。

整理出排练厅，让舞
者再燃激情

当大巴车稳稳停在舜韵公司门口
时，艺术团团员们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
的环境。起初还有点紧张，直到公司送
来工装，大伙嬉闹着争相试穿，还互相调
侃品评这副“新扮像”。

舜韵公司是一家生产电子元件的
企业，他们给这批特别的工人量身定制
了最容易上手的生产岗位——线束组
装，但企业很快发现，对于习惯一天 8
小时练舞的人来说，“静”是件不容易的
事。团员们一个个坐着装配线头，但他
们的身体像和着音乐一般，不时会扭来
扭去。

经艺术团里的手语指挥帮助翻译，
26 岁的曹可心用手语告诉记者：“一支
舞蹈，跳个两三遍，我保准一个动作都错
不了，可这一根根线头，咋就那么难记？”
当初，曹可心一坐到车间里就一脸不高
兴，这个河北姑娘长相文静，刚进团时还

是个舞蹈“小白”，但好强的她凭着勤学
苦练，登上了“女一号”的宝座，曾两次出
访美国。可这次，“学霸”也很受挫。

舞蹈就是残障舞者与世界的沟通，
演出是最重要的载体，脱下舞衣，就好像
又回到了那个寂静的无声世界。曹可心
很清楚自己心烦气躁的情绪源头。“虽然
厂里没要求，但我们拿着工资，总得干好
这些活。”那段时间，他们团员做得最多
的事情就是互相鼓励、点赞。

曹可心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情绪，
舜韵公司看在眼里。舞者的生命属于
舞台，梦想在舞台，激情也在舞台。“舜
韵员工之家”有一个多功能厅，姚国祥
专门安排人手进行整理，一个 200 多平
方米的排练厅诞生了。他告诉大家：不
要放弃排练，要着手准备成立新的艺
术团。

慢慢的，曹可心开始期待每天上班，
因为厂里有她最喜欢的排练厅；慢慢的，
插线的工作似乎也不那么难了，团里几
个小伙子的产量竟赶上了厂里的熟练
工，工装与舞衣的违合感，正在一点一点
消弭。

编排新舞每月演出，
艺术团出名了

每天，32 岁的单腿舞蹈演员小余总
是第一个到排练厅，音乐一开，一条腿、
一根拐杖支撑着他完成所有的旋转、侧
身、转圈、倒立⋯⋯为练习一个高难度动
作，他不知道要摔多少跤。

等其他团员陆续到齐时，小余早已
汗流浃背。

“小余，又偷偷加练呢？”于泳湛走上
前，拍了拍小余的肩膀，亦如往常。

但这天，小余突然转身叫住了于泳
湛，凑近说：“我寻思着，不管有没有舞

台，我们也要创排新舞蹈！”这想法与于
泳湛的思路不谋而合。来到余姚，他们
接触到四明山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就
想着以革命战士为原型进行创作。两人
越聊越起劲，这想法得到了姚国祥的极
大鼓励和赞赏。

很快，新舞有了雏形，小余化身激烈
战火中失去一条腿的战士，他拖着残腿
战斗到最后，终迎胜利的号角，动作充满
张力，感染人心。

“这是战士，也是我自己！”每次跳完
一遍，小余总是很动情，他给这支舞取名

《血与火的记忆》。舞蹈于他，也是重新
“站”起来的腿。

曾经，小余非常热爱运动，12 岁那
年的一场车祸改变了命运。后来，一个
偶尔的机会，他接触了舞蹈，以前运动累
积起来的肌肉力量，恰恰成就了他在舞
蹈中的澎湃感。或许也因此，他对舞蹈
的投入比很多人更深。让他兴奋的是，

《血与火的记忆》最终将他们送上了各大
舞台。

梦想开始成真，一支支新舞陆续编
排出来。去年，艺术团的舞蹈《太阳从
这里升起》全票入选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开闭幕式暖场节目资源库，而团里
的 22 位听障演员和 1 位手语指挥最终
站上了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闭幕式的
大舞台。

如今，小有名气的艺术团除了开展
公益演出，还常常收到演出邀请，他们几
乎每月都有演出。

“以后，我们可
以一边上班，一边
利用业余时间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小
余说，他们找到了
舞衣和工装相融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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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团在余姚龙山剧院公益演出。 拍友 徐继伟 摄艺术团在余姚龙山剧院公益演出。 拍友 徐继伟 摄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刘浩宁（左）、毛益淋（中）和徐铭娟（右）进行上冰训练。 拍友 刘振生 摄

艺术团在“舜韵员工之家”排练厅里排练。 拍友 徐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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