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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升起网球梦

因为“背篓少年”的照片，不少人知道

了王发，由此又知晓了云南野象网球俱乐

部。其实，在近几年的国内青少年网球比

赛中，除了城市少年施展身手外，来自“野

象”的云南孩子们也常有不错表现。

2012年，时年47岁、拥有多年当教练

和做陪练经验的张晓洪，带着自己的全部

积蓄回到云南，创办了野象网球俱乐部。

2016年，临沧市文体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与

云南野象网球俱乐部合作，组织资深教练

深入八县（区），公开遴选10名运动员组建

临沧青少年网球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集

训。王发、李娇、肖专、陈爽等一批云南孩子

就是以此为契机，走上了网球这条路。

每天挥拍至少7000次，下午会进行

连续两个多小时的体能训练，晚上则是学

习文化课的时间，这批孩子练得不可谓不

苦。同时，他们对球队、对俱乐部又总是抱

着一颗感谢的心，还特别体谅后者的难

处。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常会自觉

地省吃俭用，一双球鞋总要穿到快磨穿

了，才舍得去换。

在接受了几年的网球专业训练后，如

今这批孩子的面貌已是大变样了，待人接

物从容了许多，再不复当日刚离家时特别

害羞内向的模样。王发说，如今他的梦想

是能成为职业球员，其实，这又何止是他

一人的梦想呢？ （据《东方体育日报》）

“背篓少年”

网球改写人生路

因一张照片而意外走红的案例，佤

族少年王发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

一例。

事情缘起于几天前，在一项国内青

少年网球巡回赛的广州站上，来自云南

临沧的佤族少年王发夺得U14男子组单

打冠军。赛后，王发从一位来到现场的云

南老乡那里，收到了一份特别礼物，是一

个具有佤族特色的竹编小背篓。受到这

一意外因素启发，有现场摄影师建议王

发把竹背篓当球包，拍一张照片留念。这

便是“背篓少年”照片的出处了。

王发来自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

治县，从家乡的地理位置来说，他是从小

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身边没有一丝一

毫的网球元素。幸运的是，在2016年时，

王发被云南野象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兼

总教练张晓洪看中，“是个好苗子，不培

养可惜了”。就这样，王发成了家乡沧源

佤族自治县里第一批练网球的孩子。

“如果不是网球，我还在家里帮助父

母干农活。我们就是背着小背篓到农田

里的，这是我们佤族的特色农具。“好长

时间没回家了，能在赛场上背着背篓，觉

得特别亲切……我把网球拍放进小背

篓，也是对家乡的怀念和记忆。”在赢得

该项国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站的

U14男单冠军后，王发如此分享道。

在中秋假期的这几天里，
不少国内球迷除了关注美网决赛外，

还留意到了一位爱打网球的“背篓少年”的
故事——一位来自大山里的佤族孩子，是怎么走

上网球训练这条路，还在国内青少年组比赛中赢得
冠军的？努力的少年与拥有慧眼的伯乐，一个努力生存
的小俱乐部，以及疫情之下也没有停下发展步伐的国内
网球赛事，这样的励志故事确实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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