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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的“筑梦人”
——记资中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校长、资中女足总教练廖峻锋

◎ 本报记者施华琼

陈大礼：
传承非遗

倡树文明新风
◎ 杨童

“注意传球”“专注脚下”“打起精神来”……每天
下午5点半，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资中体育场都会响
起廖峻锋的声音，一群女足小将们在他的带领下，进
行精准带球、卡位、过人等训练。

廖峻锋是资中女足总教练。承袭38年前“背篼精
神”的坚韧与勇气，他引领新生代资中女足不懈耕
耘、屡创佳绩，书写着属于资中女足的辉煌篇章。

归乡执教带领资中女足逐梦前行

1986年，资中女足诞生，廖峻锋也在这一年呱
呱坠地。自幼年起，他便常随“体育迷”父亲观看资
中女足比赛，虽懵懂却深刻铭记下赛场上的激情与
荣耀。

怀揣足球梦的廖峻锋从8岁开始踢球，2003年
进入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如今的四川省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进行专业系统的足球训练。其间，他参加
了u13-u19所有的青少年足球比赛，并成为成都五
牛足球俱乐部队员。在绿茵场上他尽情地挥洒汗水，
追逐梦想。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
成都五牛足球俱乐部的解散让廖峻锋面临抉择。关
键时刻，父亲一句“资中女足有特点、有传承，何不归
来执教”的话，让廖峻锋儿时那份对资中女足的热爱
再次沸腾。

此时，资中女足发展正处于低谷期，招生困难重
重，“搞体育没出路”的偏见让许多家长望而却步。但
廖峻锋放弃了其他机会，坚定选择回到家乡，成为资
中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的女足教练，誓要重振资
中女足的辉煌。

廖峻锋与招生老师不辞辛劳，深入各个乡镇，
用真诚与坚持消除家长们“搞体育没出路”的偏

见。他深知，足球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智慧
与意志的碰撞，因此，选拔队员时，廖峻锋注重
从性格、文化、思维、语言、体能及团队协作能力
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尤其关注留守儿童等特殊
群体的孩子，希望足球能为她们的人生带来积
极变化。

面对艰苦的训练条件，廖峻锋与队员、家长并
肩作战，自力更生，用镰刀割草开辟训练场，自筹
灯光解决夜训的照明问题……这份坚韧不拔最终
换来了丰硕成果。如今，资中女足已拥有注册在训
运动员140余人，专兼职教练14名，实现了从业
余青训到专业球队的华丽转身。2010年，他带领
的第一届女足队员勇夺省运会冠军，为资中女足
的复兴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爱育蕾绽放“铿锵玫瑰”绚丽光彩

在球场上，廖峻锋不仅是一位曾经驰骋职业赛
场的足球健将，更是一位深谙教育之道、致力于青少
年足球发展的领航者。廖峻锋深知技战术的革新与
训练强度的提升，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因此，他
结合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针对资中女足的具体情
况，制定了科学的训练计划，每一个细节他都力求完
美，并将刻苦训练、敢打敢拼的精神刻入了资中女足
的骨髓里。

在训练场上，资中女足没有悠闲的周末及节假
日，除了除夕短暂的两天假期，女孩子们几乎每天都
在为梦想挥汗如雨，反复地进行着体能、传球、带球、
接球、头球、射门、对抗等训练。通过每天至少三小时
的高强度训练，资中女足在赛场上屡创佳绩。廖峻锋
自豪地说：“只要是我们参加的比赛几乎都是冠军。
资中女足的目标只有冠军！”

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仅15岁的女孩们保持对足
球的热爱与渴望，廖峻锋不断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将
游戏、影视作品、主题活动等元素融入日常训练中，
让枯燥的训练变得生动有趣。同时，他也非常注重与
孩子们的沟通交流，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帮助她们
解决生活中的困惑与难题。

在廖峻锋看来，优秀的足球学员要能“两条腿”
走路，不仅要有出色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全面发展
的素质。目前，学校积极协调资中县第一中学为女足
队员们提供优质的文化课教育资源，确保她们在追
求足球梦想的同时，不会落下学业。除此之外，廖峻
锋还鼓励队员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培养多元化
的能力。“有的孩子喜欢画画、有的喜欢音乐、还有的
演讲能力很强、有的文化成绩特别优秀……”廖峻锋
说，希望每名队员都能散发自身独特的光芒。

“女孩子们心智不一样，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在
与孩子们的相处中，廖峻锋展现出了宽严相济的教
育风范。训练场上，他是那个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
教练；比赛期间，他又化身为无微不至的“保姆”，关
心队员们的饮食起居、心理状态；而在生活中，他更
像是一位亲切的大哥哥，与孩子们分享生活的点滴
乐趣，共同成长。

坚守初心传承“背篼精神”不灭火种

1986年，资中县开创历史先河，组建了四川省第
一支女子足球队——资中县女子乙组足球队，这支

队伍以“背篼女足”而闻名。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的
年代，女足队员们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毅力，肩背背
篼，装载着简陋的装备与干粮，风雨兼程，逐梦于全
省各个赛场。她们的故事，成为了“背篼精神”的生动
注脚。这种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持不懈的体育精
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

从1986年至1990年，资中女足几乎包揽了省内
女子足球的所有荣誉；2001年，以资中女足为基石
的四川女足在九运会上勇夺季军，进一步彰显了“背
篼精神”的力量与传承。2005年起，廖峻锋接过了

“背篼精神”的传承接力棒。
“在逆境中挺身而出，在伤痛前不言放弃，这是

‘背篼精神’赋予我们的力量。”廖峻锋坚信，通过日
常的严格训练与实战的磨砺，能够将这种精神内化
为球员们的行动指南，不仅提升技艺，更锻造出坚韧
不拔的意志品质。如今，在他的带领下，资中女足从
内江“踢”向全国，先后获得中青赛第四名、全国锦标
赛第五名、3次省运会冠军、19次省级锦标赛冠军，
以及两次全国校园足球总冠军，并向全运会队伍输
送了39名、国家青年队输送了23名优秀运动员，为
内江体育强市建设增添了光彩，也为四川女足运动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廖峻锋表示，资中女足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鼎
力支持与社会的广泛关注。资中县建立了校体互促的
校园足球机制，坚持校园足球从娃娃抓起，先后创建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幼儿园16所，县政府挂牌
校园足球学校48所，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学段，接
受足球教学的学生近10万名。除此之外，资中县还建
立校体贯通的队员选拔机制，成立资中县女子足球选
材小组，每年不定期采取学校推荐、专业选拔、联赛挖
掘三种方式从全县中小学生中选拔女足队员，建立足
球后备人才库。廖峻锋称，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内江这
片热土上浓厚的足球氛围与“背篼精神”的相互滋
养。每当比赛日，资中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会自愿免收
车费，载送球迷前往赛场，这份纯粹的热情与支持，
构成了资中女足最坚实的后盾。廖峻锋自豪地说：

“作为这个城市球队的教练，我非常有荣誉感！”
近年来，廖峻锋曾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练

员，多次获评四川省优秀教练员，荣获内江市劳动模
范称号，两次被内江市政府记个人二等功，2023年被
内江市委、市政府给予记功奖励等。廖峻锋表示，这
既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使命。未来，他将始终怀揣
着“背篼精神”和内江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带
领孩子奋战突破，为这些足球女将赢得更好的未来，
为国家队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2009年7月出生的游汶鑫，是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三
（4班）学生。今年5月24日晚，游汶鑫来到小区外的商店买
水，就在他走出店门口之际，一辆行驶的自行车上掉落下来一
个胀鼓鼓的黑色塑料袋。游汶鑫立即呼喊骑车人，然而骑自行
车的人并未有所察觉，转眼间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游
汶鑫捡起塑料袋查看，惊诧地发现袋里装有大量现金，后证实
为5万元整。“失主带这么多现金，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丢失后肯定万分焦急。”游汶鑫想着，于是决定保护好袋子，在
原地等待失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看到一名男子神色紧张
地沿街打听、寻找失物。于是游汶鑫便主动上前询问，在与对
方核实无误后，将失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了失主。面对失主的
道谢，游汶鑫只是腼腆地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
的，随后便匆匆离开，未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事情发生后，失主特别希望找到这位少年，再次当面表达谢
意。他清晰地记得少年身穿的校服上写着“石室初中”几个大字。
几经周折，失主通过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道办事处联系到学
校，终于找到了这位拾金不昧的少年。为了表示感谢，失主向游汶
鑫赠送了一面锦旗。学校得知游汶鑫拾金不昧的行为后，进行了
全校通报表扬，并授予他“拾金不昧·美德少年”荣誉称号。

在班主任老师黄昕怡眼中，游汶鑫是一名心怀感恩之心
的好学生。“三年来，汶鑫同学各方面的成长我们都有目共睹，
他尊师守纪，诚实守信，平时也很热心地给同学们提供帮助，
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黄昕怡说。

游汶鑫的家庭背景，也为他的品质塑造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他的父亲是一名现役军人，被委派至青海省工作。母亲则
在成华区公安分局工作，同样是一位热心公益、支持学校工作
的优秀代表。在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游汶鑫从小就养成了
诚实守信、尊师守纪、团结同学、品学兼优的良好品质。

“学校一直教育我们，品德先行，追求卓越。在帮助他人的
过程中自己坚守了初心，收获了快乐，磨炼了品德，何乐而不
为呢！”游汶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后，他会始终恪守诚
实守信、拾金不昧的准则，诠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别人
需要帮助时贡献一份力量，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及时伸出援手。

近日，一阵阵嘹亮高亢的唢呐声从丹棱县
张场镇黄金峡传出，四川省眉山市唢呐文化非
遗传承人陈大礼带领“金唢呐”文艺志愿服务队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移风易俗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唢呐演奏、三句半、快板等节目轮番上
演，不仅展示了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还将耕地
保护、敬老孝亲、绿色殡葬等文明理念巧妙地融
入其中。

多年来，陈大礼立足非遗传承，组建金唢呐
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
极吸纳文艺志愿者，不断坚定本地文化自信，引
领文明新风尚。

与古为新，传承创新非遗。1978年，陈大礼
从木工改行吹奏唢呐，学成后根据唢呐老艺人
哼唱的“郎”“当”“多”“里”等简单汉字组成的

“郎当调”来整理记录音符，创新性地编制了《望
娘调》《半边红》等十余首唢呐曲的简谱，为唢呐
艺术的推广与传承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末，为突破“五色音”的局限，吹
出更广的曲子，陈大礼运用木工技艺对传统唢呐进行
改良，反复摸索推敲后制作出了低八度和重低音的唢呐。
2006年，他改良的4尺2寸长的重低音唢呐在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西博会上一经吹奏，便收获中外宾客赞誉。上世
纪90年代初，面对西洋乐器的冲击，陈大礼并没有就此放
弃唢呐演奏技艺，而是主动学习铜管乐，并在演奏形式上
不断翻新，把传统曲牌吹奏与现代的流行音乐演奏完美结
合，让唢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活力。

活态传承，义务教学培育新人。“像唢呐这种无形的艺
术瑰宝，只有通过一代代的传承与发扬，才能经久不衰。”
作为唢呐文化市县两级非遗传承人，陈大礼深知传承的重
要性，始终毫无保留地向前来求学的音乐爱好者传授唢呐
技艺，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唢呐“师爷”。

在丹棱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指导下，陈大礼积极承担起全县各乡镇中小学
的唢呐兴趣班和民间唢呐队员的培训工作，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文化馆、社工站、中小学校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里经常能看到他教授唢呐的身影，许多音乐爱好者在其影
响下接触并爱上了这项传统艺术。

文化惠民，凝心聚力屡创佳绩。2020年，陈大礼创办了
仁美镇“金唢呐”非遗志愿服务项目，在重阳节、党的二十
大、建党节等重要时间节点，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文化大院、乡村大舞台等载体，围绕党的政策宣传、非遗展
演、文明新风宣传等方面内容，常态组织开展“拥军优属”

“唢呐四进”等志愿服务活动，足迹遍布校园、社区、乡村和
景区，受益人数达万人之多。

“金唢呐”不仅在地方舞台上发光发热，陈大礼更多次
率队登上县、市、省、国家级、国际级的文艺舞台。2022年，
在四川省第二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中，陈大礼荣
获“乡村文化能人”称号。2023年，“金唢呐”文艺志愿服务
队的表演登上央视，成为丹棱乡风文明、乡村振兴和文化
传承的一面旗帜。

1968年出生的胡四娥，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
县冶溪镇金盆村村民。30多年来，她无怨无悔地
照顾三位身患残疾的哥哥姐姐，在当地传为佳话。
胡四娥先后获得“安庆好人”“安徽好人”“第四届
岳西县道德模范”“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等荣
誉称号。

执着坚守悉心照顾残疾兄姐

1989年，胡四娥经人介绍与刘和建相识相
知。刘和建自幼被抱养到大伯家，伯母早
逝，大伯有四个智力障碍并且听力障碍
的儿女，其中残疾程度稍轻的小女儿已
经出嫁，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不能
自理，需要人照料。

面对这个特殊复杂的家庭，胡四娥没
有退缩，反而坚定地说：“我既然选择你，
决定和你结婚，就要接受你的家庭，我不
怕吃苦，我们共同为这个家庭负责。”
1990年，22岁的胡四娥毅然嫁给了刘和
建，白天在外面跟丈夫一起干农活，晚上
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三个残疾人。有人劝
她离婚，但她坚定回答：“既然我当初答
应嫁给和建，一起照顾他的家人，就一定
要做到，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1996年冬天，公公病情恶化，老人临
终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三个需要人照顾
的儿女，胡四娥读懂了公公的意思：“爸，
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三个兄姐当作自己
亲哥亲姐一样照顾好的。”

公公去世后，胡四娥觉得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那时候，为了生计，刘和建要在
外面做水电工赚钱养活全家，照顾兄姐
和儿女的重担就落在胡四娥的身上。“他
们三个虽不是我的亲哥亲姐，我们之间
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通过眼神和手势
交流，但我们相处的日子久了，感情也越
来越深，每次看到他们开心的表情，我心

里都是暖暖的，大姐也慢慢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
小事。”胡四娥说。

精心守护兄妹情深传为美谈

时光荏苒，三个兄姐的年龄也越来越大，78岁的
大哥身体也越来越差，生活无法自理，胡四娥一日三
餐要把饭送到他手上。因为大哥手打颤，饭菜经常弄
脏了衣服，饭碗有时也摔到地上，胡四娥干脆把大哥
的饭碗换成耐摔的碗。丈夫刘和建经常不在家，胡四
娥像对待父亲一样，帮大哥洗脸、泡脚。

68岁的大姐，患有癫痫病，每月发病一两次。
201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胡四娥在外面干农活回
来，发现大姐不见了，问左邻右舍都说没看见，胡四
娥急了，她拿着手电筒到处找，直到深夜都毫无线
索。第二天，她动员家里人和邻居一起寻找大姐的下
落，寻遍周边的山沟山洼，还跑到邻近的湖北省寻
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直到第三天才找到大姐。
看到大姐安然无恙，胡四娥长舒了一口气，她牵着大
姐的手回家，给大姐烧饭、换洗衣服。大姐懵懵懂懂
地傻笑着，看到弟媳憔悴的样子，她好像知道自己惹
了麻烦，自此再也没有走出过村外。大姐还很“淘
气”，经常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脾气又执拗，不让她
做的事情偏要做。胡四娥开始还去制止，没想到大姐
还用拳头打自己，后来胡四娥就任由她翻，翻完了再
去整理。

63岁的二哥有贫血症。2015年农历腊月二十
三，家家户户忙着过年，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胡四娥
正在烧饭，二哥刘毛突然倒地，人事不省。她和丈夫
立即顶着风雪把二哥送到医院，在医院里整整陪护
了一晚，手脚都冻僵了。家里虽然很困难，但胡四娥
还是想着办法给二哥增加营养，使之得以很快康复。
后来二哥身体好多了，他会偷偷跟着胡四娥到地里
干点农活。“胡四娥对他们很好，他们几个虽然不会
说话也听不见，但心里也明白，帮忙做点小活，也是
回报胡四娥夫妇。”邻居刘同海说道。

“四娥，你过得累吗？”有人这样问她。“我跟三个
兄姐已经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是前世修来的缘
分，命运已经带给他们那么多不幸，跟他们相比我不
好喊苦喊累。照顾好他们，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

义务，我无怨无悔。”

胡四娥回答。

不离不弃赢得社会广泛点赞

20世纪90年代末，冶溪镇敬老院投入使用，邻
居们就跟胡四娥建议：“国家政策这么好，你可以把
几位兄姐送到敬老院去，你们夫妻在外忙着挣钱，省
得那么辛苦，日子也会好过些。”“大哥生活无法自
理，大姐经常发癫痫病，二哥相对好一些，但都需要
人悉心照料。他们年龄越来越大，换个生活环境肯定
不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谁
也离不开谁。”胡四娥如是说。

“胡四娥夫妇为人公道，吃苦耐劳，与邻里相处
融洽，2014年，村组将她家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残
疾兄姐也都被评为五保户。胡四娥心怀感恩，更加辛
勤劳作，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已经顺利脱贫。她还
省吃俭用，盖了一栋新房，为三个兄姐每人安排了一
间新房。”金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焱林说道。

孝老爱亲言传身教德润儿女

“我的母亲非常‘小气’，从来不舍得乱花一分
钱，但对我两个伯伯和姑姑从不吝啬，每次过年都要
为他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家里有好吃的，必须要先分
些给他们吃。”胡四娥的女儿说。

胡四娥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她教不了孩子读书
写字，但她以身作则教子女如何做人，潜移默化地培
养出了一对懂事孝顺、勤奋好学的子女。胡四娥的女
儿年幼时就帮着做家务，儿子刘鹏读书很努力，经常
拿奖学金。在学习之余，刘鹏经常给大伯擦脸刮胡
子、搓澡洗衣服，从不嫌脏。“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
我懂得父母的艰辛。现在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深知肩
上养老责任很大，但我从没有想过退缩，我要像妈妈
一样，担起照顾好每个老人的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让他们的晚年过得幸福。”刘鹏说。

胡四娥孝老爱亲、积极向上、不等不靠、勤俭持
家，细心照料瘫痪在床的公公，三十多年如一日，尽心
尽力、不离不弃照顾三位残疾智障兄姐，她用善良和
坚守淬炼出金子般的品格，用真心和奉献温暖了兄姐
们的人生，用朴素无华的道德力量感染着身边的人，
用真情和奉献谱写了一曲孝老爱亲的赞歌。

胡四娥：无怨无悔照顾亲人诠释人间大爱
◎ 许东玲

游汶鑫：
拾金不昧

彰显诚信美德
◎ 马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