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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坚强留守》表演现场

本报讯（记者 任维佳 实习记

者 李尚维）7 月 12 日上午，“筑梦

新时代 争做好少年”四川省万名

青少年夏令营“汉彝学生手拉手”

特色分营在成都市青白江“川青世

界”开营，四川省关工委副主任韩

凯明为夏令营授旗，拉开了本届夏

令营三个特色营的序幕。

据了解，此次夏令营围绕“筑

梦新时代，争做好少年”主题，突出

“汉彝学生手拉手”的特色，注重走

出去开阔视野，是一次传承红色基

因的红色之旅，加强民族团结的友

谊之旅和追梦圆梦的励志之旅。来

自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雅安

市的彝族学生与来自南充市、达州

市、巴中市的汉族学生共400名营

员参加了此次夏令营。

在营期间，营员们将陆续参加

素质拓展训练，观看爱国主义题

材电影，进行手拉手结对子，以及

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科技

馆、四川博物院等，在共同学习、

实践中思考、感悟，度过有益又有

趣的假期。

近年来，四川省关工委着力把

关心下一代工作与脱贫攻坚工作

相融合，对深度贫困地区五失青少

年现状进行了大调研，努力做到弱

有所扶，让困境儿童不失爱、不失

管、不失学、不失志。此次“汉彝学

生手拉手”特色分营的营员都来自

民族地区和贫困县，体现了精准关

爱的办营特色。在此之后，“汉藏学

生手拉手”和“航天科技体育”特色

分营还将陆续开营。

筑梦新时代 争做好少年

“汉彝学生手拉手”特色分营在成都开营

盐亭教育扶贫工作
暑期“不放假”

本报讯（许东 陶江）今年以来，四

川省盐亭县教体局进一步加强教育扶

贫领域作风建设，暑假再下绣花功

夫，精准再发力，为 2018 年教育脱贫

攻坚再战再捷打下坚实的基础。

控辍保学再部署。对学生学籍和

期末教学质量监测进行大数据分析，

及时下发了春季学期有学籍但未参加

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的义务教育学生名

册，督促各校利用暑期对这部分学生

逐一进行家访，对疑似辍学的学生及

时做好劝返工作。

项目攻坚再推进。召开了暑期项

目攻坚工作推进会，进一步细化、深

化了“领导负责制，捆绑管理制，定期

会商制，目标考核制”四项制度，对今

年入库的 74 个民生建设项目，加快

启动一批，加快建设一批，加快竣工

一批。

民生温度再传递。全面落实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失学，在暑期重点针对盐亭

籍高校困难学生，开展困难大学新生

入学资助、生源地助学贷款、建档立

卡本专科生特别资助等资助项目，打

好资助组合拳。

精准帮扶再落实。对教体系统 7

位驻村工作组成员、115 位帮扶责任

人进行扶贫政策再培训再提高，在

“用老百姓话，让老百姓听懂”上下

功夫。坚持每月两次进村入户，在增

强群众发展内生动力上下功夫。发

挥盐亭职中的技术优势，举办暑期

培训班，在培养当地优势产业上下

功夫。

本报讯（叶强平）7月 11日，四川

理塘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新闻发布

会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为助推全域

旅游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理塘县将于

8月 2日至8月 4日举办2018四川理

塘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

据了解，本届诗歌节是2018四川

甘孜山地旅游节分会场活动之一，由

中共理塘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四川

省文联、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甘

孜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等单位指导。本

届诗歌节着力突出原创性、民族性、艺

术性和多元性，以“遇见仓央嘉措在理

塘”为主题，集文艺、马术、采风创作、

商贸、非遗展演、诗歌征稿等多种活动

于一体，展示理塘恢弘壮阔的生态景

观与民族民间文化宝藏交相辉映的

盛景。活动将采用全媒体运营方式，

联合国内外主流媒体同步发布。

四川理塘
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
将于8月初举行

刘刚的大儿子刘袁彤今年

10 岁了，说起自家孩子，刘刚

的眼神变得柔软了不少：“他 2

岁左右我就带着他在球场上

玩，耳濡目染吧。他如今的愿

望就是要成为球星。”现在，刘

袁彤是成都足协 08 梯队的一

名队员。

李漠雨的爸爸李鹏飞是个

十足的足球痴迷者，46岁的他依

然坚持每周踢球，参加业余足球

赛。说起年少时的足球梦，父子

俩惊人的一致——为国家队效

力，让中国足球站上世界舞台。

“应该再过个一两年，我就

踢不赢他了。”李鹏飞感叹道，

脸上有着一名父亲的自豪和一

名球迷的欣慰。李鹏飞喜欢的

球星马拉多纳是 10号球员，李

漠雨喜欢的梅西也是 10 号球

员。这或许在冥冥之中代表着

一种传承。

46 岁的李鹏飞、43 岁的刘

刚、13 岁的李漠雨、10 岁的刘

袁彤……一代又一代足球少年

的背影在中国足球的道路上

向前跋涉，不断带来的是崭新

的希望。

在今年的“熊猫杯”国际青

年足球锦标赛上，中国青年队

表现极为出色，连克匈牙利、英

格兰和乌拉圭夺冠。中国球迷

似乎找回了久违的惊艳感与期

待感。

在经过漫长的中场休息后，

中国足球，终有一天将重新回

到热闹的绿茵场，在挥舞的五

星红旗中，在评论员激动的解

说中，在观众席狂热的呐喊声

中，一路冲锋，带着脚下这个令

无数国人心心念念的黑白色球

体，漂亮地过人、再过人，突入

禁区，然后大力一脚。

这一次，掌声轰鸣，球进啦。

当少年遇上足球

守望某一个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袁矛

2018 年的夏天似乎属于足球，从世界杯开始，在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话题总有足球，中国人对于足球

的热情似乎永远和夏天一样火热。

时针往回拨动。2001 年 10 月 7 日的傍晚，在辽宁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响起了雄壮的国歌大合唱。中国以

1 比 0 战胜了阿曼，闯进 2002 年韩日世界杯决赛阶段。当现场裁判吹响结束哨音的同时，中央电

视台的屏幕上出现了五个红色的大字：“我们出线了。”

这大概是中国足球最巅峰的时刻。AC 尼尔森数据统计，2002 年，有 82%的中国人看了世界

杯，其中有 66%是非球迷。那一年，飞去韩国看球的人有四五万人，观众席上满满的红色，甚至

让人怀疑这其实是中国队的主场。

然而这山呼海啸的全民足球热，却在狼狈中匆匆退潮。中国队小组赛三战皆负，没有进球，

草草收场，从此，中国足球成为了流行的调侃对象。面对陷入泥潭里的中国足球，是离开还是坚守希望？四川

成都足球协会副主席刘刚选择了后者。

刘刚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

员，入选过四川少年队和四川青

年队。或许年长的四川球迷还能

回忆起当年的川蜀大地是一片怎

样的足球热土。

“以前我们四川足球在全国来

看都算不错的。”提到曾经的辉煌，

刘刚声音里流露出一丝激动。但他

很快平静，声音顿了一下，感慨道，

“但是 2002 年，四川足球‘没落’

了。当时我们就下决心去做青训，

承担起成都乃至四川足球的青训

责任，辜建明主任（成都市足球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把青训做了起来。”

正确引导和科学训练。这个

道理人人都懂，做起来却很难。

“很多人都想着马上就出成绩，

不现实。青训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

们从来都没想过短期目标。青训本

身是个寂寞和艰苦的工作，我们一

直有这个心理准备。”刘刚说。

辜建明与刘刚代表着一批中

国足球低谷中的寻路人，他们坚

守足球这个阵地，为中国足球的

未来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成都足协的青训体系，一直在

探索创新，寻找最适合的方式。最

重要的一次改变是在 2005年，从

这一年开始，他们把梯队的孩子全

部放在学校中。“我们发现文化课

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孩

子们都能成为国脚，但即便他们成

为不了国脚，他们的文化课也没有

丢下，同样会有很好的大学在等待

着他们，而他们青训的这段经历，

注定会影响他们一生，同样对中国

足球有着积极的影响。”刘刚说。

青少年足球，不注重成绩，而

注重对小球员技术和健全人格的

塑造，这是成都足协探索了十几

年找到的方向。这也是越来越多

中国足球青训人的共识。

2014 年 6月 8日傍晚，成都

双流体育中心的氛围和成都惯

有的天气一样阴郁。“熊猫杯”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收官之

赛，中国国青队以 1比 4输给了

巴西队，最终在四支球队中，排

名第三。

这场比赛在当年9岁的男孩

李漠雨心里烙下了一个印记，比

赛结束后，李漠雨在自己房间的

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稚嫩的

笔迹写着“为中国足球崛起而奋

斗”。第二年，李漠雨入选了成都

足协 05 梯队，现在的他正努力

在绿茵场挥洒着汗水。

11 岁的徐浩然是成都足协

07 梯队的队员，教练王欣轲会

特别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勤奋得

尤为突出。在一次谈心时，王欣

轲问他理由，他腼腆地笑了笑

说：“因为我是第一个被选进来

的邛崃人，如果我表现得好的

话，以后王教练你们看到邛崃的

孩子也会很喜欢，他们就有机会

来踢球了。”

……

这些踢球的少年，比起同龄

的孩子要成熟许多，大概是因为

足球是少年成长的催化剂吧。

“足球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

改变是性格。我们规定每次训练

前队员都要和教练们拍手，增加

信任感、熟悉感，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孩子很拘谨，现在是拍一次

不够，再排队拍一次。”王欣轲笑

着回忆道，“经历多了输赢和竞

争，他们学会了审视自己，变得

乐观，充满希望。”

足球对另一群少年来说有

着不同的意义。

成都大邑县斜源镇红十字

博爱小学，校园足球活动 2016

年启动后，这个 70 多人的学校

组建了男足和女足队伍。

教导主任杨虎介绍说，学校

目前没有专门的足球场，只能在

篮球场上训练。下雨之后，球场

湿滑，他们会禁止孩子们踢球。

但这些山区的孩子对足球的热

情是无法抵挡的，娃娃们有时候

会偷偷摸摸去操场上踢球。

虽然算不上什么“正规军”，

但球队有机会也会出去参加比

赛，镇上的孩子们通过足球这项

运动扩展了视野。

足球是少年成长的一种催化剂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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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梦想不断向前

夏天的奇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田家炳

就以捐办公益为业，将化工厂交给几

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田家炳曾在梅州电视台记录客家

精英的纪录片《走出围龙》里，谈起了

自己卖别墅捐资的故事。1997年金融

风暴，香港经济受到重大影响，无论

是田家炳基金会的收入，还是其公司

的周转资金都在减少，而各地助学资

金的申请又源源不断地送来，他对外

承诺的捐资也难以为继，于是他决定

卖掉自己住了37年的“花园式豪宅”，

改为租房居住。

2003年，田家炳基金会已经超支，

但他还是向银行贷款600万港元，资助

香港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2009年，他

将名下仅余的4座工贸大厦捐赠基金

会，把资金收入拨捐慈善；当时，这4座

工厦估值达20亿港元。

租房居住后，田家炳的生活愈加简

朴。他保持着每月3000港元左右的生

活费，只吃粗茶淡饭。香港媒体形容他

是“最慷慨也是最简朴”的富商。

租住公寓、没有专车、自带水杯、

一身西装穿几十年、戴旧款电子手表、

穿补丁袜子……相较于慈善事业上的

慷慨，田家炳对自己却十分“吝啬”。对

此，他坦然表示，钱“够用”就好，希望

省下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的地方，

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终其一生，田家炳都保持简朴的

生活方式，秉承“宁可实而不华”的祖

训，却认为“资助教育是‘把钱用在最

有用的地方’，产生的效益远大于把

财富留给个人”，几十年间改变了无

数学子的命运，却只把自己看作是

“一尘老人”。田家炳的善举点亮了莘

莘学子的求学希望，更带来了温润人

心的深沉力量。如今，先生已逝，但先

生的精神依然长存。

（本报记者漆世平综合报道）

卖别墅捐资
最慷慨简朴的富商

（上接A1版）

05 梯队的小球员向斜源镇红
十字博爱小学的孩子们赠送衣物

训练中的小球员训练中的小球员

0505梯队的小球员与斜源镇红十字博爱小学的孩子踢球梯队的小球员与斜源镇红十字博爱小学的孩子踢球

在雨中踢球的小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