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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的内蒙古草原，千里冰封。伫立远
眺，草原向远方的天际延伸，尽头处山峦起伏，
山顶的雪与蓝天白云互相映衬。这是多少人
向往的壮丽奇景，而吉雅却早已视若平常。

前不久，一条“‘00后’女警严寒策马巡边化
上‘冰雪妆’”的短视频迅速刷
屏，主人公吉雅随之“火”出圈。

2000 年 出 生 的 吉 雅 于
2023年入职内蒙古边检总站
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
盖边境管理大队，成为马背警
队最小的警员。

前几日，是吉雅首次在零
下 39℃的严寒中骑马巡边，
由于温度过低，她的面罩、眉
毛、头发都凝结成冰了。“我们
上午10点钟出发，下午4点左
右返程，当天骑马巡逻路程有
20公里左右。”吉雅说。

乌拉盖边境管理大队驻守
的辖区中，有60%左右的地区
都被沼泽、湿地、丘陵所覆盖。
受海洋和东南季风影响，夏季
雨水多，冬季降雪量特别大。

夏天可以开巡逻车、走巡逻道，配备无人
机，运用多种警务力量开展执勤工作。但到了
冬季，尤其是极寒天气下，无人机设备很难运
转，很多地方车辆难以通行，骑马巡边是最合
适的方式。

抚掉棉帽上的冰碴、卸下“冰雪妆”后，吉

雅是个俊俏可爱的小姑娘。17岁那年，吉雅报
名参军，离开家乡，在前往阿拉善的军旅列车
上，她领略到从草原到田园、再从沙漠到戈壁的
壮美景观，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用
心锤炼自我，成为一名戍守边疆的‘花木兰’。”

从 3000 米体能考核不合格到以优异的
成绩新兵下连，从政治工作岗位走上戍边主
战场……吉雅不断超越自己，向自己的目标
进发。

2019年，她从阿拉善调回了家乡锡林郭
勒。也是那一年，为了有效解决当地警务工作

及应急救援、物资投送时遇到的困难，乌拉盖
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正式成立。第一次见
到马背警队队员们策马巡边，吉雅就被深深吸
引了：“那就是我想象中戍边卫士的样子！”

按照惯例，2024年初，马背警队要进行新

年首巡任务。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警队集合了
各个单位的“尖兵”进行选拔。吉雅多次递上
申请，要求加入马背警队。在一次次极力争取
后，马背警队队长阿其图被她的热忱和决心打
动，同意她参加马背警队队员选拔。

小女娃骑马巡边？这么冷的天，她能受得

了吗？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我相信你，一定能

行！”跨上马背，阿其图不停地鼓励吉雅。
作为蒙古族姑娘，吉雅虽然会骑马，但进

入马背警队工作需要更高超的骑马技术。“在
队长的帮助下，我才真正学会
了骑马。”吉雅从零开始，夜以
继日地加训。经过几个月的
努力，吉雅一举通过马背警队
的层层考核，成为警队首位

“00后”女警。
“骑马最重要的是熟能生

巧，遇到问题沉着冷静，按照
平时训练要领做就好……”首
次巡逻时，队长阿其图向吉雅
讲授着遇到突发情况的处理
经验和注意事项。

当天，最低气温达零下
39℃，由于天气太冷，加之马
背上的颠簸，刚出发不到半个
小时，吉雅的左腿便开始抽
筋，她强行绷紧双腿，勒紧缰
绳。“不能停，千万不能停！”吉
雅极力调整自己的状态，慢慢

适应，同其他队员一起顺利完成了巡边任务。
“勇往直前，青春无悔”，这是吉雅微信朋

友圈的个性签名。一路走来，她在一次次选择
与蜕变中，迎来美丽“绽放”。“我从不因性别和
年龄而给自己设限，‘00后’是可以扛起更多
责任的新时代青年。”吉雅说。

“00后”马背女警吉雅

我的青春“不设限”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冀虹 吕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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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十四冬”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

一段时间以来，内蒙古教育系统以
“十四冬”为契机，统筹推动冰雪运动进
校园、冰雪文化融合发展，引导广大学
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冰雪运动已成为
全区学生体育生活的新时尚。

各地各校结合本地区地域和气候
特点，积极将冰雪运动知识教育纳入学
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同时科学引入旱地
化冰雪运动项目，宜冰则冰、宜雪则雪，
各有侧重地开展适合青少年参与的冰
雪运动。截至目前，全区共200所学校
被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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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让
冰雪梦想在孩子心中绽放。”这是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小学分校
体育教师郑虹的心愿。锡林南路小
学分校在2021年 6月开设旱地冰壶
社团课，并常态化组织体育教师参
加各级各类冰雪项目培训，组织学
生参加各类“冰雪运动进校园”比
赛，师生对冰壶项目逐渐由新奇到
喜欢，再到喜爱，越来越多的学生、
老师开始了解并参与冰雪运动。

同样，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
昌店巷小学，旱地冰壶也已经普及
开来。“我是学校旱地冰壶班队的成
员之一，我认为旱地冰壶这项运动，
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臂力，还能增
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在团队竞赛中，
也能加强我们的团队协作性。我们
都很喜欢这项冰雪运动！”五年级学
生宋馨说。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银河南街
小学，寒假前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同学
们通过参与桌面冰壶、趣味游戏等
体育项目，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在冰雪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逐
步推广旱地化冰雪运动项目，也是我
区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的一项重要
举措。在冰雪相对稀缺的地区，各地
各校以激发学生参与兴趣为主要方
向，开展冰雪嘉年华等趣味活动，引
进旱地冰壶、旱地冰球、冰蹴球、轮滑
等旱地化冰雪项目，培养学生对冰雪
运动的浓厚兴趣，让学生了解冰雪运
动、接触冰雪运动、爱上冰雪运动。

随着四季化冰雪项目的推广，
桌面冰壶、手指冰壶等室内版冰壶
玩法逐渐走进大家视野，以其占地
小、趣味强、易上手等特点，备受青
少年喜爱。

在冰雪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逐步推广旱地化冰雪运动项目

“滑雪时，我们推荐穿衣服要
遵循经典的三层叠穿法，分贴身
层、中间层、防风层，兼顾保暖和排
汗……”1 月中旬，“奔跑吧少年”
2024年鄂尔多斯市“百万青少年上
冰雪”冬令营活动在九城宫草原漫
瀚文化旅游区举行，专业教练们围
绕滑雪装备穿戴、正确安全的摔倒
方式及重新站立的技巧等进行详
细讲解和示范。

150名青少年从掌握理论到雪
道实践，在反复练习中不断解锁滑

雪新技能，驰骋雪道，肆意享受着冰
雪运动的快乐。活动还穿插举行了
冰雪运动会、拓展训练等，不断点燃
他们的冰雪热情。

时间回溯到2023年底，内蒙古
第十一届中学生冬季运动会在呼伦
贝尔市举行，运动会共设速度滑冰、
冰雪综合项目两个大项，来自7个盟
市的 152 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
上，呼伦贝尔市的中小学生进行了
速度滑冰、冰球、冰壶等 8个冰雪运
动项目展示，他们在跳跃的音符里

逐冰嬉雪，在舞动的旋律中健体强
身，充分展现呼伦贝尔市冰雪运动
教育成果，共享冰雪盛宴。

“教育厅每年都会举办一届全区
中学生冬季运动会，比赛内容包括速
度滑冰项目和冰雪综合项目两大类，
有力促进了校园冰雪运动项目的经
验交流。此外，我们也指导各地各校
通过冰雪赛事的开展，推动冰雪运动
在全区学校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自治区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
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举办冰雪赛事，大力促进校园冰雪运动项目经验交流

寒假里，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旗甘河农场学校新建成的滑冰场
上，还时不时能看到滑冰社团的学
员们在这里训练，自由滑行。

呼伦贝尔市有天然的冰雪优
势，冰雪运动一直是当地的特色运
动项目。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编制了
《校园冰雪运动参考资料》，下大力
气举办教师培训，当地中小学基本

实现了冬季冰上运动课程全覆盖。
各学校利用大课间、体育课和课外
活动时间开展冰上项目，中小学生
均能够熟练掌握滑冰运动技能。一
些学校还以第二课堂和社团活动为
依托，组建滑雪项目队，满足热爱滑
雪运动学生的学练需求。

呼伦贝尔学院作为全国13所招
收冰雪运动专业的本科院校之一，开

设了速度轮滑、短道速滑、速度滑冰、
冰球、单板滑雪、高山滑雪等专业，培
养了一大批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
强的专业综合素质与创新实践能力，
系统掌握冰雪运动技术教学、训练、
运动防护、竞赛组织、科学管理等知
识的冰雪运动专门人才。

最近，赤峰道谷南山滑雪场迎
来了不少放假来滑雪的小客人，他

们在这里尽情探索冰雪世界，感受
冰雪魅力。“第一次滑雪，特别兴奋，
也特别感兴趣，今后我一定还会和
家人再来玩。”赤峰市第二中学国际
实验学校和美分校学生孙若琳兴奋
地说。乘着“十四冬”的“东风”，今
年，道谷南山滑雪场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冰雪研学活动，深受青少年的
喜爱。

在冰雪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广泛开展真冰真雪校园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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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其
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享受乐趣。

推广冰雪运动，我们要从体育代
表着健康、青春、活力，关乎人民幸
福，关乎民族未来的高度来深刻理
解。冰雪运动能够培养学生健康强
壮的体魄，还能历练心理承载力，帮
助学生在面对未来复杂变化的挑战
时拥有更加健康的心态。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大背景下，在“十四
冬”在内蒙古举办的东风里，内蒙古
各地各校推广冰雪运动，冷冰雪在青
少年中热起来了！

□杜海燕（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思政理论教研部
教师）

这个寒假，我和我的学生吴迪组建了团队，
拍摄一部反映职业院校高职生成长成才励志故
事的微电影，希望能激励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激扬
青春，奋斗不息。

作为微电影的主人公，吴迪收获了很多，他
说：“其实每个人走过的路并不平淡，都很值得纪
念。想通过电影，让像我一样的青年人去发现更
多美好的人和事，拒绝抱怨和内耗。更重要的
是，要深刻了解，我们青年人要珍惜国家、社会给
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发展机遇，努力成为更好的
自己，回馈社会，报效祖国。”

其实，我们已经在微电影育人这方面有过成
功的例子了：在带有现代元素背景的画面里，南
陈北李，相约建党……由我参与指导，学院机电
工程系学生特木尔、吴迪分别出演陈独秀和李大
钊，创作的微电影《初心》，获得了“我心中的思政
课”全区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一等奖。

这部由我们师生共同创作的微电影，把思政
课的理论知识用微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让微电
影与思政课幸福相遇，为思政课插上艺术的翅膀，
大大提升了思政课的实效性。这也促使我更加投
入地研究使用微电影这种形式来完成实践教学。

通过微电影的拍摄，同学们经历从课堂到社会，
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他们很惊奇，原来思政课还可
以这样上。大三一位同学说：“思政课是我在大学里
最难忘的一门课，可以不在教室里学习，自由选题，
自由组队，可以选取任何内容来实践，通过一台摄像
机，融入自己的微小创意，就能架构出兼具观赏性与
思想性的微电影，这样的思政课谁会不爱呢？”

同学们纷纷表示，在思政课微电影的拍摄过
程中，他们更加深入地走进社会，感知社会，感受
到我们国家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确，通过一系
列微电影的拍摄，思政课上的红色党史、乡村振
兴、创新创业、青春梦想等不再是留存于纸上的
语言文字，而是变成了切切实实的实践。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通过一部部微电影，也让
我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通过一部部微电影，同学
们一次又一次超越自我，展示梦想，抒发理想抱负。
微电影讲述的是人生故事，更蕴含着家国情怀。

微电影里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王雅静

冬暮春归。日前，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学一
场以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为主题的校园非
遗文化节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活动中的“万象春辉笔墨间”专场，师生们欣
赏书法作品，参加古诗词对答，体会中华诗词的魅
力；“二月春风似剪刀”专场，通用技术课教师李
利春为大家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
纸艺术的历史起源、艺术特色、表现手法、造型方
式、制作技巧等，同学们纷纷拿起剪刀和纸，体验
剪纸创作的乐趣；“薪火相传，文明不灭”非遗知
识问答活动，同学们通过抢答竞猜，增加对非遗
知识的了解及文化认同；在“寻寻觅觅，花落谁
家”藏宝活动中，同学们找到藏好的小纸条即可
兑换精美的非遗文化类文创奖品。

“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一张小小
的薄纸上，体现中国人民、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大智
慧，也学习了汉字一撇一捺落笔而成的方正，是刻在
心间的烙印。也体验到了苏轼、李白传奇浪漫的一
生、杜甫忧国忧民的心胸，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写照。”460班同学赵江山有感而发。

青少年是祖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中学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为
契机，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同时还开设了非遗皮雕进校园、书法、剑舞等形
式多样的二课堂活动。

“学校坚持以引导激励为主、多方面渗透熏陶
的原则，采取结合各科教学、融入校本课程的方法，
使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学生，凸显教
育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征，让学生认知传统、弘扬
传统，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提升
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浓厚爱国
热情及奋斗报国情怀。”学校团委书记萨其尔说。

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激发爱国报国之志

□本报记者 刘志贤 王磊

近期需要办啥活动？村里的产业项目在哪
里？村里谁和谁有矛盾纠纷需要调解……这一
个个琐碎的问题，杜泽都了如指掌。

走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被村民们亲切地
称为“女娃娃”的杜泽累并快乐着。

杜泽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宣
传委员，在镇上已经工作5年多了。大学毕业刚
到镇里时，她傻眼了，和之前预想的工作环境差
距太大了。但是，她没有抱怨，努力让自己适应
环境，尽快熟悉全镇的发展情况，以开展工作。

几年中，杜泽亲历了吉日嘎朗图镇的变化，
只要一有时间，她就往村里扎、往田间地头跑，
反复了解 13个嘎查村（社区）的情况。如今的
她，致力于宣传镇里的产业振兴、生态和美、社
会和谐等方方面面，牛棚羊圈、草地沙滩、农牧
户家中总能看到她带着记者们采风调研的身
影，关于镇上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风文明
等方面的典型事迹被各级媒体广泛关注报道，
她和同事们共同打造的“幸福+”宣传文化品牌
也越来越响亮。

“女娃娃”奋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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