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陕西智障运动员足球队
□ 文/武国安

在特奥村 ，每天有许多事情牵动
你的情绪 ，譬如某个智障运动 员获得
奖牌 ，他的兴奋会感染到你 ；某个智
障运动 员虽经努 力 ，却与奖牌失之交
臂 ，他的失落 也会令你为之惋息 。但
真正令我心潮起伏并为之感动的 ，是
智障运动员们的真诚和朴实 ，以及融
入到特奥运动中 的幸福与喜悦 。

近 日 记 者 走访 了 特奥村陕西足
球队驻地 ，与智障运动 员进行了亲切
交谈 ，他们来 自 陕西的城市和 乡 村 ，
年龄最大 的 24岁 ，最小 的 只 有 16
岁 ，在特奥会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走
进了温暖的大家庭 。

24岁 的 葛 楠 是 这 支 球 队 的 队
长 ，也是队 员们的老大哥 ，思维反应
据说是他们之 中 最快的 ，1号袖标 当
仁不让地戴在他的手臂上 。他说他已
会铲球 、射门 了 ，而其他队 员还 习 惯
于用脚去推球 。

20岁 的蔡 昌 昌 在参加特奥会前
一直在街上卖报 ，遇见过形形 色色的
人 ，但他说 只 有在这 里 才 交上 了 朋
友 ，而且是这么 多的好朋友 。他还说
这里伙食好 ，顿顿都有 肉 ，还有饮料
喝 。衣服发了 七 、八身 ，鞋子穿破了队
里就给买新的 ，而且有医生给他们定
期查体 ，感觉比在家好 多 了 。

队里最 “见过世面 ”
的 要 属 20岁 的 武 海 滨
了 ，入队前他在西安康
复路市场一家 广 州客商
开 的 店里 当 小工 ，我问
他是不是看库房 ，他认
为我小看 了他 ，很不服
气地摇头说：“不是！是
发货 ，我什么都会！”据
他 说 由 于 参 加 特 奥 会 ，
老板 停 发 了 他 的 工 资 ，
但他一点 也不后悔 。

孩子们反映 ，他们
从 7月 中 旬到 9月 初在
铜川 训练 以来就没有 回
过家 ，而且训练强度非
常大 ，每天早上 出 两个
小时 的早操 ，上 午和下
午分别进行 3个小时的专业训练 。刚
开始浑身上下疼得受不了 ，想家想得
特别 厉害 ，都呆不下去了 ，纷纷有走
的念头 。可真要走 ，决心却下不下来 ，
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集体 ，舍不
得关心爱护他们的教练 。孩子们说 ，
教练就像他们的 爸爸妈妈 ，冷了热了
渴 了饿了总能想到 。有一次 16岁 的
周大顺突发癫痫 ，教练急忙找车将他
抱到医院救治 ，随后又找来他远在农

村的父母 。
孩子们说的教练名 叫 詹辉 ，今年

38岁 ，毕业于宝鸡文理学 院政法专
业 ，之所以搞上体育 ，是与他从小的
喜好分 不开 的。1995年他曾带 领一
支业余队参加铜川市联赛 ，不曾想竟
获得亚军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体
育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

詹辉告诉记者 ，对智障运动 员的
要求不能等 同于正常人 ，一个动作对

于正常人来讲也许一
点就通 ，但对于智障
运 动 员 却 需 要 十 几
次 、几十次 、甚至上百
次的反复 训练才能掌
握 。葛楠算是队里最
“ 灵醒 ”的了 ，可有次
将 空 调 开 到 30℃热
得浑身是汗却不知怎
么办。詹辉查房时发
现后一问才知 ，原来
他 将 30℃误 认 为 是
3℃。

特奥会足球开赛
以来陕西队还没有获
得好成绩 ，只有周大
顺和李俊在个人技术
上分获 第二级别和第

三级别 的三 、四 名 。詹辉说 ，论能力李
俊远在 周 大 顺之 上 ，之所 以 名 次 靠
后 ，是因 为级别不同 。个人技术的比
赛共分 4个级别 ，级别越高相应的队
员智商 也就越高 ，周大顺智商低于李
俊 ，因此参赛级别 也低于李俊 。詹辉
举了个例子 ，他曾拿了个足球让队 员
们签 名 留 念 ，周大顺写不出 自 己的名
字 ，只在足球上画了 个圆 圈 。

詹辉介绍说 ，别 看这些孩子有智

力 残疾 ，但对人十 分真诚 、充 满爱
心 。同 队的何健强平时和周大顺经常
打架 ，但有一次周大顺由 于犯错误被
推迟两小时吃饭 ，何健强知道后 ，开
饭时将馒头偷偷拿去给周大顺吃 。

就在记者与詹辉交谈时 ，孩子们
将矿泉水硬塞进记者手中 ，当 记者拿
开 后 ，他们 又将水 悄 悄放在记 者 身
边 。周 大顺时不时拽 一拽 记 者 的 衣
襟 ，当 记者扭头看他时 ，只 见他清澈
的 目 光里饱含善意 。

18岁 的 王嘉害 羞地躲在人 后 回
避 着 记 者 的 目 光 ，詹辉 见 状 叫 道 ：
“ 来 ，给记者叔叔唱个歌。”他这才走
到人中 间 ，在队 员们的掌声鼓励下抛
掉羞怯 ，放开嗓子唱 了一曲屠洪刚 的
《 中 国功夫》。他一边唱一边跳 ，尽管
跑了调 儿 ，歌词也记不完整 ，然而很
是忘情和投入 。队友们没有嘲笑 也没
有起哄 ，而是忘情地和谐地拍着手 ，
直到王嘉唱到最后一句 。

记者同他们告辞时 ，所有 的队 员
——无论是性格开朗 的或是拘谨的 ，
一起涌上来 ，一一与记者握手。他们
将他们的合影真诚地送给记者 ，作为
永恒的纪念 。

图 为 本 届 特 奥 会 陕 西 足 球 队 合
影 ，戴 眼镜者 为 詹辉教练 。

你 快 乐 所 以 我 快 乐
——访 特 奥 村 的 教 练 们

本报记 者　郭玉军　摄

“ 特奥 会是智障人
士的节 日 ，能和他们在
一起度过教师节 ，让人
难忘和动情，”在 第三
届 全 国 特奥 会 的 田 径
赛场 ，河北代表团 的赵
国安教练对记者说 。

教师节 ，特奥村的教练们看着 自 己的
弟子们 与 来 自 全 国 各 省 的 孩 子在 赛 场 上
拼搏与尝试 ，脸上都露 出 了 幸福的笑容 。

“ 拐弯 处要先减一下速 ，别把 自 己摔
着 。另外一定要按线跑。”赛前赵国 安细心
地嘱咐着弟子们。他告诉记者 ，作为一 个
智障运动 员的教练 ，必须能唠叨 ，有 “做母
亲的耐心”。赵国安今年 37岁 ，从事特殊
教育工作 已经 3年 多了 ，目 前队里许多运
动 员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弟子们的每一
个抬腿 、摆臂的动作 ，都是他纠正不知 多
少次才规范起来的 。

说起特殊教育工作 ，赵国安一脸的成
就感 。他介绍 ，队里许多孩子开始根本没

有 勇气站到跑道上 ，你要从生活的每
一件小事培养他们的 自 信 ，让他理解
运动是快乐的 ，交流是快乐的 。他说 ：
“ 这些孩子 的 出 息不在拿金牌 ，而是
战胜 自 己 的 自 卑心理 ，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 。看到学生们这样
的转变 ，你会感到 自 己工作的伟大。”

在甘肃代表 团休息的地方 ，几个
七 八 岁 的 小运动 员 挤 在他们 的 老师
马克明 身边 ，淘气地揪着老师的衣服
开玩笑 。马克明指着孩子们说：“这些
小 鬼 头 们 几乎是在我 ‘怀 里 ’长 大
的 。他们整天 围 着你不放。”马克明今
年 52岁 ，从事特殊教育 已经 10多 年

了 ，一批批的智障
孩 子 在 他 的 手 下
从 无 知 懵 懂 成 长
为 有正常 人心理 、
并 掌 握 一 定 技 能
的 人 。他介绍 ，班
里 共 有 12名 学

生 ，由 他们 3个老师带。平时的课程都是
以教育和培养生活和生存能 力 为主 。这些
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学 习 洗洗涮 涮 ，五年级
的时候学生们 已 经能织 出 漂亮的手套 了 ，
到了 9年级毕业时 ，文 化课程能达到正常
人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一些学生 已经能写
出 “文字优美 ”的作文了 。

马克明 的学生都非常尊敬他 ，一 名运
动员告诉记者说 ，马老师很像爸 爸 ，学生
们和他在一起很快乐。“这些孩子很懂事 ，
每年到了教师节都会祝我生 日 快乐 ，今年
也不例外，”马克明 幸福地对记者说 。虽然
学生老把 “生 日 ”与 “节 日 ”弄混 ，但他还是
从心底里透着欣慰 。　（王利　毛海峰 ）

我 省 选手 刘 玉 洁 一
个 漂 亮 的 发球

献上一份我 的 爱

力 举 千 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