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甘露）6月22
日，匈牙利布达佩斯传回好消息，在第19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
选决赛中，中国队以94.7202分首次在世
锦赛夺得奥运集体项目金牌。这是中国
花游队自1983年建队以来在奥运集体
项目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在这支队伍
里，有三位川妹子——教练贺晓初、运动
员肖雁宁和向玢璇。

教练贺晓初：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地时间22日清晨，贺晓初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队伍刚刚起
床，马上要备战另外一套集体自由的预
赛。谈到世锦赛首次摘金，贺晓初感叹
来之不易，“中国花游队在东京奥运周期
后进行了新老交替，队中仅留下三名东
京奥运会成员，大家敢打敢拼！”

贺晓初介绍，从去年 12月初队员
开始集中，国家队用大半年时间细抠体
能和技术。在完成了严格的考核和选
拔后，世锦赛参赛阵容出炉，并沿用了
《追梦》这套在东京奥运会上比赛过的

曲目。
决赛中，中国队在12支队伍中第七

个出场，开场就以难度颇高的水中高抛
引爆全场，整套动作堪称完美的视觉盛
宴。她们以熟悉的旋律《我爱你中国》作
为背景音乐，在世界赛场上展现出浓郁
的中国元素，同时用力和美的表达诠释

追梦的过程。最终，中国队以94.7202分
夺得金牌，中国姑娘首次站上游泳世锦
赛集体技术自选的最高领奖台。

谈到沿用东京奥运会作品，贺晓初
说：“很幸运，我们踩在了巨人肩膀上。
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下面的比赛中继续
取得好成绩。”

达州姐妹花：
全力以赴争取好成绩

达州妹子肖雁宁是三位参加了东京
奥运会的选手之一，也是第四次出战世
锦赛。赛后，她分析了首次夺得世锦赛
该项目金牌的原因：在训练中不断提高
个人能力，脚踏实地，敢于挑战新的难度
和高度。

另一位跻身世锦赛舞台的小花向玢
璇也是达州人。谈到这位小妹妹，肖雁
宁说：“她是队伍里唯一的00后选手，作
为达州老乡，我有时也会给她一些建议
和指导，更多的是鼓励。希望她珍惜这
段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2001年出生的向玢璇身材高挑，15
岁入选四川队。2021年，20岁的向玢璇
搭档戴诗意，为四川花游收获了全运会
双人项目铜牌，并获得集体自由自选亚
军。谈到本次世锦赛，向玢璇表示：“好
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我一定会拼命抓
牢它。对世锦赛的期待，我希望用最好
的结果来表达。”

6月24日，中国花游队将出战世锦
赛集体自由自选决赛。

6月21日，中国队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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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游首夺世锦赛集体技术自选金牌
三位川妹子功不可没

今年 6 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生、凉山小伙苏正民的毕业论文因6000
多字致谢火了。致谢中，他诉说了自己从
山里娃成长为一名大学生的“坎坷崎岖”，
并点名致谢了65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苏正民的成长，离不开这65个人的
接力相助，而让他第一次感到有光照进
人生的，是《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

25年前，因为参加扶贫采访，35岁的
张俊兰走进大凉山，从此与这片土地及
这里的孩子结下不解之缘。她多方奔走
募集资金，资助大山深处的孩子，托举出
一个又一个“苏正民”，被受助孩子亲热
地称为“张妈妈”。

苏正民深情回顾：
“张妈妈”每年2000元的资助

让我终于可以重返校园

在致谢中，苏正民深情回顾了他与
“张妈妈”的缘分：

“我的学习成绩、汉语水平突飞猛
进。我原以为，我能够通过努力读书走
出大山，但父亲离世的噩耗打碎了这个
梦想。多年来，父亲为了我们三个子女
的教育日夜操劳，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
多种疾病。

父亲的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本就风雨
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欠下无数外债。
我和姐姐都选择了辍学。她去了广东，
我选择了留在祖祖辈辈们耕耘的那片土
地。

那时的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直
到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灰暗的
人生——《天津日报》的张俊兰记者，正
是她用瘦弱的身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
里帮助了上万名像我一样的凉山贫寒学
子重返校园。”

这束光，不仅仅是每年2000元的定
向资助金，还有心灵深处“润物细无声”
般的给予、呵护。

有了这笔资助，苏正民终于可以重
返校园。

《天津日报》原记者张俊兰：
看到他形容我是人生的一道光

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千里之外的张俊兰如何知道苏正民
的遭遇？这得从25年前的那次扶贫采
访说起。

1997年，《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参
加“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到凉山州
采访。当她深入到大山时，被“食不果
腹，衣不蔽体，房不蔽风”的贫困场景震
撼。回到天津后，张俊兰撰写了“凉山纪
行”系列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数万读者
捐款捐物。

“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开始不停地响
起，读者来信也纷纷寄往编辑部，在我的
办公桌上堆成一座小山。”至今，张俊兰
还记得当年的情况，她说，年过七旬的老
人来了，拿出节衣缩食省下的养老金；老
师们来了，把孩子们自愿捐献的零用钱
送给凉山的孩子；蓟县的农民代表来了，

送上一个很大的纸包，里面是几角、几
元、几十元聚在一起的捐款，分分角角加
在一起竟然有5000多元……

张俊兰不仅把好心人的心意送到了
凉山，还为凉山建起了希望小学，开办了
孤儿班、女子班等。苏正民就是张俊兰
帮助的众多孩子中的一员。

张俊兰说，苏正民重返校园后学习
成绩不断上升。有一次她到凉山时，苏
正民带着读书笔记去找她谈心。“我看
见他在笔记本上摘抄了‘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言，就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知进取、有志向的
孩子。”

苏正民考上大学后，要在北京读一
年预科。张俊兰买了吃的去北京看望
他，看到他在北方严寒的天气里衣服单
薄，张俊兰给他筹到了全套温暖的冬装，
还把他接到天津家里玩。

苏正民在论文中提到了张俊兰，也
感谢了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是一位朋
友看到新闻后，通过微信转发给我的。”
张俊兰说，她没想到苏正民会用论文致
谢的形式感谢她，“看到他形容我是人

生中的一道光时，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为了这些孩子们，25年的辛苦付出，是
值得的。”

爱心在延续
受助学生用行动回报家乡
感恩各方关心与帮助

据《天津日报》报道，25年间，受社会
各界委托，张俊兰在凉山建设了三所希
望小学，在七所院校设立奖、助学金，与
爱国慈善家共同努力创建了60多个孤
儿班、女子班，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凉山贫
困学生和孤儿。

张俊兰资助过的孩子一个个长大，
有的完成了义务教育，有的考上了中专、
大学，有的念完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张俊兰施过的援手、走过的路，正在
被受助于她的孩子接续。

拉克子黑大学毕业后，回到凉山，在
《凉山日报》当记者，不仅书写了大量凉
山扶贫报道，还曾主动申请前往脱贫攻
坚一线，帮助大山里的乡亲们脱贫致富、
振兴乡村。

2017年，凭借努力，苏正民考上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走出了
大山。今年，苏正民被学校保送研究生，
他决定回到家乡支教一年再继续学业。
他在论文致谢的结尾写道：“阿苏唯有继
续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大山，帮助更
多孩子走出大山；扎根最基层，永远做这
片黄土地上最忠诚的儿子，默默耕耘一
生以求回报党和国家、社会好心人士以
及你们对我和家人多年来无私的关心与
帮助。”今年7月，苏正民将回到凉山支
教和继续他发起的慈善项目“凉山阿依
助学计划”，去帮助像他当年一样处于困
境的“阿依”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今年5月，张俊兰正式退休了，而她
当年播下的爱的种子，正生长成一棵棵
可为他人遮风挡雨的树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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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6000字致谢刷屏的凉山大学生苏正民：

辍学遇见“张妈妈”她像一束光照亮我的人生

张俊兰和她帮助的孩子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