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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青春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
是用来回忆的。”

日前，为备战全国武术兵道锦标赛，内
蒙古唯一一支武术兵道队的年轻队员们在

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展开火热的训练。
劈、砍、斩、刺……
格挡、托架、拦截、垂闭……
如果说哪一项运动能够满足人们对侠客

的终极幻想，那非“武术兵道”莫属。队员们
穿戴好护具盔甲和头盔，在教练的指导下，每
人手持一柄有海绵包裹的短剑，时而闪躲腾
挪、时而冲刺进攻，动作行云流水。一招一式
间充斥着对力量和速度的挑战，相互对抗击
打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更是令人血脉偾张。

“武术兵道以手持短兵器为攻防之道，
融武术套路演练与竞技对抗为一体。与剑
道和击剑不同，武术兵道的进攻方要巧妙使

用劈、砍、斩、刺等招数的组合，连续攻击对
手身体；防守一方要用架、格、卸等招数避免
被对手击中头部、躯干、小腿等得分区域。”
内蒙古武术兵道队教练张宇说。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推
出了试行的武术兵道（短兵）竞赛规则，武术
兵道作为与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并列的竞技
武术重要内容在全国普及推广。同一年，刚
刚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毕业的张宇来
到呼和浩特，参加了内蒙古第一批武术兵道
运动员的选拔。“因为是新项目，大部分队员
都是跨向选拔，主要关注他们身体的灵活性
和臂展。”张宇说。

令人惊喜的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第
一批队员练习不到一年时间，便站到全国首
届武术兵道锦标赛的赛场，收获了1金1银2
铜的好成绩。这场比赛里，张宇不仅是教

练，还是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他和
队员们一起参赛，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
名武术好手一较高低。

“虽然是教练身份，我同时也在和大家
一起学习这个新项目，站上赛场我也和他们
一样会紧张。”张宇笑着说。他希望通过这
样难得的实战比赛机会，了解全国不同地区
的项目发展水平，给队员们带来更多对抗意
识和技术上的提升。

手中有兵，心中有礼。武术兵道的吸引
力不仅在于让武术回归对抗的本质，更在于
它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体育价值观
通过武术巧妙融合。

队员隋东升说：“我之前是跆拳道运动
员，腿上的技术动作多。武术兵道招数更复
杂，实战中可以灵活组合来应战对手，是一
项斗智斗勇的运动。”全国首届武术兵道锦
标赛上，隋东升夺得了男子 65公斤级冠军，
这让他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比赛时，我们
上下场都要多次行抱手礼及抱兵礼以示尊
重，还会穿上仙风道骨的兵道服，我喜欢这
种传统竞技项目的仪式感！”隋东升说。

今年，内蒙古武术兵道队除了要完成参
赛任务，还会继续在全国各地选拔新队员。
张宇说：“武术兵道能够锻炼人的气力、胆
气、智谋，提升敏捷度和综合反应能力，是一
项适合在校园推广的运动项目，可以提升学
生的礼仪礼貌、运动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希望更多青少年了解、喜欢这个项目，为武
术兵道发展注入持续生命力。”

●强国有我

劈砍斩刺间的武术传承
□文/图 本报记者 柴思源

●速览

□聂新宇（内蒙古一机集团焊工）

2017年，从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我进入内蒙古
一机集团工艺研究所。参加工作后不久，我幸运地参与了
多项国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工作。

在集团悉心培养下，在老一辈兵工人的“传帮带”支持
下，我努力拼搏，在点滴累积中不断成长进步。某大型铝
合金变速箱结构尺寸复杂、制造精度要求高，焊接变形和
焊接收缩较难控制，在研发过程中，我认真研究、反复试
验，最终创新选用特殊焊接工艺，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提
高了产品的首次交检合格率。

追梦路上，承受风雨洗礼的故事有很多。在一次次大
型实验中，在持续的高温下，我常衣衫湿透，面部蜕皮、身
上被焊渣烫伤。想要技艺精进，就必须做到心无旁骛、一
丝不苟。

2020年 10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办了第
九届职业技能焊工（坦克装甲车辆）大赛，我主动请缨，迎
接挑战。参赛机器人焊接零件的焊缝都非常精美，从外观
看难分伯仲，关键在于焊缝尺寸要达到高标准，差距就在
一分一毫之间。凭借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我最终获得第
三名的成绩。此后，我先后参加全国焊接机器人操作工竞
赛、第六届机器人焊接国家大赛等赛事，一次次历练自我、
精进自我。我先后获得集团“先进工作者”“鹿城青年工
匠”等荣誉称号。这是认可鼓励，更是极大的鞭策。

作为青年工匠，作为科技发展生力军的一员，我将始
终秉持工匠精神，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
自觉行动，不断提高自身技能，迎难而上解决更多实际难
题，向更高的目标、更远的彼岸、更宽的领域奋勇前进。

（本报记者 赵曦 整理）

用美丽焊花点亮青春

“一长一员”模式筑牢消防安全

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消防救援大队、科尔沁区教育
局联合举办中小学（幼儿园）消防“一长一员”聘任暨消防
实践基地集中揭牌仪式，当地消防救援大队26名同志受
聘为8所中小学消防安全副校长、消防安全辅导员，守护
学生消防安全。

消防副校长、辅导员简称消防“一长一员”。消防“一
长一员”模式是深化“校消”合作，共建良性互动机制的一
次有益探索，对创新校园消防安全管理模式、推进校园消
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进程、深化消防宣传“进校园”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科尔沁区消防救援大队将以消防
宣传活动月为契机，精准把脉消防安全工作，持续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深化“家预户
消”宣传理念，为广大群众生活增添“消防安全”色彩。

（本报记者 赵曦 实习记者 许敬 通讯员 白玲）

20家中小学校加入“馆校结合”基地校

日前，在内蒙古科技馆举办的 2022—2026年“馆校
结合”基地校授牌仪式上，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呼和浩特通顺街小学等20家中小学签约成为“馆校结合”
活动基地校。截至目前，内蒙古科技馆累计签约“馆校结
合”基地校50所。

下一步，馆校双方将以“双进”助力“双减”政策落实。
双方将联合开展科技辅导员、学校科技教师培训。内蒙古
科技馆作为校外科学实践活动基地，与学校共同开展展厅
教育活动、科学课、科学实验表演、科普大讲堂等，还将根
据学校实际需求，组织科技辅导员走进学校，提供个性化
定制服务。

据悉，为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
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近年来，内蒙古科技馆深入推进“馆
校结合”工作，充分发挥场馆优势，在促进校外科普教育和校
内课堂教育协调发展方面开展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目
前，我区有旗县级以上科技馆94座、科普大篷车120辆、流动
科技馆48套、农村中学科技馆18座、社区科技馆34座、青少
年科学工作室45个，总量排在全国前列。 （记者 白莲）

回望，寻找精神火
种。《桃李湖畔》蕴含理
想、希望与爱的力量，带
给人心灵上的荡涤。目
前，主创人员还在深耕
细作继续打磨作品，以
期把这部原创作品推向
更广阔的舞台。

作为校史剧，它折
射 出 内 蒙 古 大 学 求 真
务 实 的 校 训 精 神 和 奋
斗不止的步伐，也多角
度 展 现 出 时 代 变 迁 和
时 代 精 神 。 师 生 们 身
体力行地讲好了内蒙古
大学的故事、时代故事，
也把自己的故事留在桃
李湖畔，并带着勇毅前
行的信念接续奋斗。

时代各有不同，青
春一脉相承。在五四青
年节到来之际，深切期
待更多的有志青年赓续
薪火，将个人奋斗的“小
目标”融入党和国家的

“大蓝图”，唱响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

●暖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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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宣言：“我要精益求精，以恒心、
信心、决心和毅力为梯，迈向焊接领域更
高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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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我的家，也是所有内大
师生的精神家园。”波光粼粼的桃
李湖见证着一代代心怀梦想的莘
莘学子的成长，也守护着这片精神
家园。90分钟的剧目缓缓落下，许
多现场观众和主创人员不禁热泪
盈眶。

“《桃李湖畔》凝聚着内大学子对
母校的真挚情感、对精神信念的坚守
传承，蕴含和传递着学校深沉的爱国
情感和使命意识。”内蒙古大学党委
书记刘志彧说，借力校史剧“双重育
人”的作用，既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激发广大师生爱国、爱校的情感，同
时也助力师生深入了解校史、进一步
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为家属院长大的孩子，我也
曾是编剧老师的访谈对象，也曾和

‘小兰’一样的迷茫。从《桃李湖畔》
开始思索，这部剧成了我人生中一个
特殊的契机，让我幸运地同时拥有

‘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包丽日说。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

光。我们需要做的不止是演好角色，
更要把先辈们的精神传递下去。我
会带着‘小丽’这个角色带给我的人
生体验，做出无悔的人生选择。”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学生郝映任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表示：“《桃李湖
畔》是很有独创性和感染力的一台
戏。它讲述了内大辉煌的建校史，也
展示了内大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客
观的舞台呈现与抒情性的独白相结
合，历史性的画面与现实性的情景相
映照，给观众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
象。它必将成为所有年轻人可以共
享的精神盛宴。”

（受访者供图）

赓续：一种精神的传承

灯光璀璨，大幕拉开，青春气息
洋溢舞台。

《桃李湖畔》创作的初心是以内
蒙古大学建校故事为背景打造一部
致敬建校65周年的原创话剧。“如何
挖掘演绎 57级学生的故事，透过沧
桑历史解读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贴
近当代青年、引发共鸣，教育引导当
代大学生，是我们试图探索的切入
点。”编剧鄢冬说，“我觉得理解大学
校园文化的源流、根脉，对于当代青
年十分重要。”

1987年出生的鄢冬是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也是一位有着

“桃李湖情节”的人——这种情结，萦
绕在每位内大人心中。

八方驰援的有志青年、才华横溢
的“孟树”、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李
老师”、对待科研一丝不苟的“董先
生”……桃李湖畔，唱响壮丽的青春
之歌，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开启支
援边疆建设的远航；月下柳梢，激荡
着青年学子的铿锵誓言，既有饱含理
想的生动讨论，也有激情昂扬的躬身
践行。

奋斗与奉献，与剧中每一个怀揣
热忱的角色共振，是内蒙古大学建校
60余年来的精神源泉。剧中人物故
事在历史叙事与环环相扣的情节中
徐徐展开，个人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相
连，角色形象鲜活、接地气，他们对事
业的热爱与奉献，群像式地共同构筑
起饱满立体的校园生活，引发了强烈
的共鸣。

“众人挥锹挖湖的劳动场面、桃
李湖边他们对美好爱情及理想未来
的幻想真实而亲切，在面临家国抉择
时，前辈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志气、骨
气、底气让我触动很深。”现场观众夏
婧说。

情怀：一段寻根的历程

通过个人故事的“小切口”见证
学校建设、时代发展的“大主题”，全
剧充满“碰撞”的力量：主人公当代大
学生小兰在迷茫彷徨时穿越时空，与
57级师生重逢、与青年时代的爷爷
奶奶们对话，历史与当下交织、青春
隔空对话，产生思想碰撞、精神碰撞、
情感碰撞。小兰深受启迪并最终体
悟到，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
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现实中的“碰撞”同样不少。参
演的 33 位同学来自校内外不同院
系，大多是表演经验零基础的“90
后”“00后”，而校史剧时间跨越60余
年，如何让他们理解上世纪中叶青年
人的精神世界并迅速进入表演状态
是摆在青年导演哈布日面前的难题。

“学生们懵懂背后流露出的朴素
真挚，恰与剧本里 57级学生身上的
单纯本真相契合。”哈布日介绍说，我
们的戏以群戏居多，群演们虽然没有
一句台词却对塑造群像至关重要，无
声的表演有时比有声的表演更具有
挑战性。

大家最终一一克服了这些困
难。“哈导讲戏时循循善诱，她尤其注
重保护大家表演的质朴特征，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调整，引导大家进一步思
考，还会不断鼓励大家保留纯真，这
给大家鼓足了劲。”舞台监督、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艺术学理论硕
士包丽日说。

历经数月的排练与磨合，演员们
从最初的手足无措蜕变到真挚自然，
他们全情投入打动了现场观众。当
98年出生的雷莹饰演的老年“刘芸”
守在病床前回忆过往，成就了该剧最
大的泪点。

碰撞：一次隔空的对话

青春激扬无限希望，青年搏击美好
未来。近日，由内蒙古大学师生创作演出
的校园话剧《桃李湖畔》首演。

作为一部献礼内蒙古大学建校65周
年的历史剧，该剧跨越三代人的青春、浓
缩一甲子历史，以发生在桃李湖畔，内大
人拼搏奋斗的一个个生动的建校故事、师
生故事为主线，以历史观照现实，用回望
指引当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共鸣。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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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此刻，作为患者家属，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表达对贵校
的无限感激，尤其是对中医系学生覃怜源、朱锰榆，影像学
系学生韦晓慧的衷心感谢。在我母亲等待下车进行救治
前的时间里，三位同学的悉心照料和过硬的专业医术为母
亲解除了不少痛苦。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彰显着医
护人员的职责操守和医道本色，她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
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近日，内蒙古医科大学收到一封来自广西的感谢信。
2月 23日晚，广西开往呼和浩特的Z336次列车上突然传
来播报：14号车厢有人突发疾病，需要医务人员帮助。正
在乘车的内蒙古医科大学覃怜源、朱锰榆、韦晓慧三名同
学听到广播后，毫不犹豫地向乘务员表明医学生身份，并
第一时间赶至14号车厢。

“如果有其他医生来更好，没有的话我们愿意尽力试
一试。”三名学生发现患者右下腹疼痛感明显，因无法确诊
具体病情，便在经过患者本人及乘务员同意后，采用针灸
止痛进行初步治疗，并守在患者身边悉心照顾。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作为一名医学生，面对突发疾
病疼痛难忍、寻求帮助的旅客，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尽一份
微薄之力。得到阿姨的肯定，更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所学所
用很有价值。”韦晓慧说。

“这是医学生的天职”

对抗训练对抗训练。。

校歌大合唱校歌大合唱。。

导演哈布日（左）正在讲戏。

在眺望中遐想未来在眺望中遐想未来。。

5757级中文系课堂级中文系课堂。。

在桃李湖畔畅谈理想在桃李湖畔畅谈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