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跟随与超越的智慧，
技巧与勇气的较量，这是短道速滑项目独特的
魅力。1月14日，“十四冬”短道速滑青年组比
赛在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
滑馆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短道速滑健
儿齐聚，让众人领略惊险刺激的冰上对决。

作为国内短道速滑崛起的新军，内蒙古短
道速滑队在本次比赛中斩获1银 3铜的战绩。
面对同组选手犯规、摔倒等状况，小将杨茸秒
凭借一颗大心脏稳稳发挥，为内蒙古队摘得
1500米银牌；混合团体接力项目中，6名运动
员紧紧跟随，在最后一棒实现反超拿下铜牌；
女子3000米接力和男子5000米接力距离长、
圈数多，内蒙古小将们轻装上阵，全力以赴，收
获站上领奖台的喜悦……

作为内蒙古队的队长，吕延鹏直言这次
“十四冬”之旅有遗憾也有收获。“内蒙古短道
速滑队成立的时间并不长，大家在这段时间刻
苦备战、寻找突破，才有了这次的好成绩。对
我来说，单项上没能收获奖牌有些遗憾，这也
会是我接下来训练的动力，让我在短道速滑项
目上继续成长。”吕延鹏说。

“十四冬”开幕渐近，冰上健儿正一步一个

脚印，努力实现冰上项目突破。他们的拼搏精
神牵动着每个人的冰雪情结。

同样希望在比赛中收获经验和成长的，还
有内蒙古冰壶队的青年运动员们。渠偌萱和
李杨是内蒙古冰壶队一起搭档了 3年的混双
组合。在前不久举行的“十四冬”冰壶项目青
年组较量中，他们二人一路过关斩将，杀入铜
牌争夺赛，迎战实力强劲的贵州队。双方在前
四局你来我往，战成2比 2平。内蒙古队在第
五局和第六局连得两分，双方战成 4比 2。第
七局，贵州队后手得 3分实现反超。第八局，
贵州队再得 1分，最终，双方战成 4比 6，两名
内蒙古小将也遗憾无缘奖牌。

“比赛中，我们其实有机会扩大优势，但是
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需要不断总

结，找到属于我们的打比赛方式。”李杨在赛后
冷静分析道。“十四冬”的赛场，意义非凡，没能
站上领奖台的遗憾或许也能激发他们找到新
的突破口。李杨说：“对于青年选手来说，心理
的波动是我们需要战胜的一大因素。通过比
赛积累经验，锻炼自己的心态，这对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

相比短道速滑赛况的惊心动魄和冰壶项
目的团队作战，速度滑冰在外行人看来是一个
略显孤独的项目。走过冬奥会、世界杯，来到

“十四冬”，韩梅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实力，
也让不少观众了解了速度滑冰。“我爱速度滑
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可
以纯粹地展现个人实力！”韩梅说。

“十四冬”速度滑冰公开组比赛中，韩梅参

与女子1000米、1500米、3000米和 5000米 4
个小项，并强势拿下3金1银。冰场上的她化身

“六边形战士”，带着一份自信和从容纵情驰骋。
北京冬奥会上，韩梅一人参加了 4 个项

目：女子 1500 米第 11 名，女子 3000 米第 15
名，女子 5000米第 11名，女子团体追逐比赛
第5名。但提起中国速滑，人们脑海中第一个
蹦出来的名字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并获得男子
500米冠军的高亭宇。

25岁的韩梅不想因为全能被记住，更想
因为成绩而被记住。“这个赛季对自己是特别
大的挑战，是重新梳理运动轨迹的一年。”加入
日本速滑名将高木美帆的教练团队后，韩梅在
本赛季实现了在世界杯站上领奖台的突破，也
有了更高的目标。“高木美帆也很全能，而且她
的自律和强烈的求胜欲是值得我学习的。距
离米兰冬奥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也还没有明
确自己的主项，教练团队目前也希望我能够全
面发展。”韩梅说。

站上赛场，每个运动员都是有雄心的追梦
人。无论是在胜利中收获喜悦，还是在遗憾里
学会生长，他们都展现着不负使命的青春风
采，孕育着内蒙古冰雪的未来。

飒！冰上追梦人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不燃怎young

市民在“小小年货节”挑选喜爱的产品。

人们在内蒙古新华书店参加系列亲子阅读活动。

●青春飞扬

□本报记者 于欣莉 摄影报道

爆米花、甜蜜串串、创意对联、舞龙
灯笼……在氤氲书香里喜迎新年。连
日来，内蒙古新华书店等书店开展了以

“小小年货节”等为主题的系列亲子阅
读活动，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以后要带孩子多参加读书活动，
通过阅读活动能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之
中。”呼和浩特市民石先生说。

孩童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徜徉在书
香的海洋中，通过游戏互动、亲子共读
等多种形式，忆年俗、寻年味，让父母和
孩子们共享开卷之乐、阅读之美，让书
香浸润人心，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精神文
化生活。

“小小年货节”燃起新春烟火气

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刘志贤）教育部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实施以来，鄂尔多
斯市精准制定落实方案，采取务实举措，推动校
外培训行政执法工作落地见效。

鄂尔多斯市积极举办校外培训行政执法培
训班，邀请教体、司法、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及律师等专家学者为培训班授课，深入解读办
法，累计培训教职工等 4000余人。此外，坚持系
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相结合，加大对教师、机构、
家长的普法宣传力度，点面结合推动普法宣传全
覆盖。在实际工作中，鄂尔多斯市各地对违规培
训坚持“零容忍”，露头就打、一查到底、严处重
罚，逐步探索出一条校外培训行政执法新路径，
积极构建校外培训良好生态。

鄂 尔 多 斯 推 动 校 外
培训行政执法落地见效

我区23名各族青少年
赴 湖 北 参 观 研 学

本报1月 22日讯 （记者 李存霞）近日，来
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 23名各族
中小学生在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故里参观研
学，通过游历昭君故里，深刻感悟昭君文化内涵。

“游历昭君故里 感悟昭君文化”各族青少年
交流冬令营由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
办，于 1 月 14 日在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开营。当
天，参加冬令营活动的学生们聆听完昭君博物院
讲解员对昭君文化的解读阐释后，乘坐火车奔赴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他们在一周的时间内深度
游历昭君故里，并与当地学生“结对子”，一同参观
宜昌博物馆、三峡大坝、屈原故里等景点。

据介绍，2023 年以来，我区坚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
流计划，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手拉手”“结对
子”和主题研学等活动超过 2000场（次），覆盖各
族青少年70余万人。

●正青春

青春号

□本报记者 冯雪玉

1 月 14日，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排的儿童剧
《冰箱里的咕噜噜》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首
演。这部剧也是该剧院“实验剧场”第二季演出
项目。

故事围绕一只神兽“咕噜噜”展开，它带领小
朋友们来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冰雪世界，在
这个世界，小朋友们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考
验，在这趟充满奇迹的冒险之旅中，小朋友们收
获了忠诚的友谊、珍贵的勇气、坚定的信心等珍
贵的情感。

剧中“咕噜噜”是一只神秘而可爱的小麒麟，
麒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通常被视为吉祥幸福的
象征。作为瑞兽，其外部形状集合了龙头、鹿角、
狮眼、牛尾等多种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代表。

故事中，“咕噜噜”以一只能够与人类沟通的
麒麟身份出现，他身披银白毛发，头上一对麒麟
角，非常灵动活泼，赢得小朋友们的喜爱。

演出结束后，小朋友们纷纷涌到台前和“咕
噜噜”合影，和“紫茄子”合影……

“真好看！我特别喜欢‘咕噜噜’，他非常勇
敢，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做一个勇敢的人。”呼和
浩特东风路小学的郭斯昱开心地说。

内蒙古艺术剧院“实验剧场”第二季的执行
制片人、《冰箱里的咕噜噜》编剧温都斯介绍，第
二季的“实验剧场”力求突破，我们注意到了儿童
市场，戏剧会带给儿童无穷的想象力，因此策划
推出了这部剧。

“先锋是人的本性，我们是实验者。”2021
年，内蒙古艺术剧院一批年轻编导萌生了打造

“实验剧场”的想法，他们想要让内蒙古的舞台艺
术更多元、更新锐。这个想法提出来后，立即得
到了剧院领导的支持，鼓励他们大胆尝试。

“实验剧场”从诞生起就力图打造集音乐、舞
蹈、戏剧各艺术门类的舞台。

2022 年，“实验剧场”第一季项目《江格尔的
雄狮》上演，获得一众好评。

作为第二季演出项目，原创儿童剧《冰箱里
的咕噜噜》在剧目创作上继续秉持创新理念，增
强娱乐性、互动性的同时，进行了一次想象力的
大胆探索，为儿童剧的发展注入清流。

导演哈布日说：“我们就是想用很儿童的方
式传递价值，不是板着脸的说教，玩是孩子的天
性，但是知识很重要，怎样平衡两者的关系，剧中
做了巧妙的设置，让孩子们看了有所思、有所得；
我们知道儿童对色彩有着强烈的感知力，因此在
舞台色彩上，我们尽量布置的五彩斑斓，时刻吸
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表现手法上这次尝试了更多
表达，引用木偶表演元素、杂技表演元素等等，这
些都非常符合小朋友的审美，演出效果也印证了
这一点。”

“实验剧场”第二季精彩来袭

儿童剧《冰箱里的咕噜噜》
带 你 开 盲 盒 得 勇 气

●速览

执行主编：梁亮 责任编辑：于欣莉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1月23日 星期二12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曾在火热的军营里冲锋陷阵，锻造了忠诚的品质，锤炼出钢铁般意志。
他们，在退役后的征程中摸爬滚打，永葆本色，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是战斗者，把青春和热血写在光辉的军旗上；他们是创业者，用智慧和力量开
创了新的里程碑。

退役军人建功退役军人建功““新战场新战场””

迈入“新战场”的付裕，始终牢记“退役不
褪色”的使命担当。“我还年轻，就要奋力奔
跑！”22岁的付裕，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大学读
书，如今，在巴彦淖尔市经营一家快餐店，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

“自动接到 10 号订单在大味道猪肘饭
脆皮鸡饭门前”，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络绎
不绝。身材魁梧的付裕系着围裙，正在厨
房里忙着出餐打包，桌上的出单机一直在
打单。“每天饭点儿，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单
子多时一中午就能接七八十单，一份外卖

从下单到打包只用 6 分钟。”付裕介绍，创
业历程就像在部队里负重跑一样，再累也
要坚持。

创业伊始，付裕的父母拿出积攒多年的积
蓄，支持他开店。父母的认可让付裕心中燃起
无限力量，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小店得到了
广大食客的认可。“火热的部队生活、阳刚的演
训场景，磨炼了我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意志
品质。”付裕说。

小店里用的猪肘子、手枪腿、鸡排都是付
裕亲手做的，采买、卤肉、烤肉、焖饭、打包……

各种琐碎的事情他干得有条不紊。“从部队回
来后，眼睛里有活儿了，闲不下来。”付裕笑着
说：“有一次，我和班长一起执行任务，任务很
简单，但我有些心浮气躁，班长告诉我，做事情
要么不干，要么就干好，放弃很容易，坚持下去
却很酷！”这句话点亮了付裕的人生，即使再
难，他也从未放弃。

一幕幕感人画面，催人奋进。退役不褪
志、退伍不褪色，广大退役军人不忘初心扎根
基层、服务基层，从部队转战新“战场”，重整行
装再出发，用奋斗书写别样青春。

“00后”付裕：用美味打动食客

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镇麻尼卜村，
每当提起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董裴时，村民都赞不绝口：“他带领我们致
富，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

在董裴的字典里，没有迷惘和退缩，有的是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军人情怀，以及积极向上
开拓创新的满满正能量。初到麻尼卜村，为了
解决百姓的烦心事、困难事，他深入村民家中，
为群众解难帮困，为乡村振兴出主意、找路子，
当起了村里的“大管家”。

麻尼卜村的贫困户王志亮想发展养牛产
业，虽有养牛的经验，但缺乏资金，自给自足存
在困难。董裴了解到情况后，积极为王志亮申

请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从 2017年起，累计申请
扶贫贷款 15.15 万元，帮助王志亮发展养牛产
业。同时，多次聘请养殖专家到村入户，指导养
牛、种草等技术，在良种引进、示范试验等方面
也给予大力支持。目前，王志亮已从最初的1头
牛发展到存栏10头牛，累计销售15头牛的喜人
成绩，奔上了致富路，过上了“牛”日子。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
入才能稳定增长。”董裴介绍，村里共有耕地
6288.1亩，主导产业以甜菜、冷凉蔬菜为主。在
董裴的带领下，该村全面推进“企业+基地+贫
困户”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村里
的庭院土地利用率低，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庭院

经济。”为增加贫困户收入，董裴与村“两委”商
量后，筹资59660元买来李子树和苹果树1570
棵，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如今的麻尼卜村，不仅房子盖好了，自来水
入户了，道路硬化了，庭院也种上果树了，还建
起了爱心公益超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里
邻里团结、新风扑面、朝气蓬勃。

董裴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他永葆军人本
色，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

“80后”董裴：争当百姓“贴心人”

“今天我就把产品带过去，放心！”张泽凯一
边打电话联络客户，一边整理手中的样品。这位

“90后”退役军人身形健硕、双目有神，十分干练。
2013年，张泽凯应征入伍，先后担任过特

战队员、狙击手、班长等。8年后，张泽凯退役回
到家乡包头市，凭借在部队培养的不怕苦、不服
输的劲头，在销售领域取得不错的业绩。

2023年初，张泽凯担任东宝大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西北大区业务经理，决定开拓新疆市
场并向公司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誓要为公
司拿到300万元的营业额。当面对巨大的竞争
压力，他没有退缩，一边寻找好的经营策略，一

边虚心向同行及前辈请教……迅速制定出开拓
新疆市场的营销方案。张泽凯一直秉持“诚信
为本”的经营理念，凭着不服输的干劲，市场不
断扩大，口碑也越来越好，最终以400余万元的
营业额完美“收盘”。

“部队里的磨炼和成长，培养了我不服输的
品质。”看着农民使用公司的肥料，田地丰收了，
张泽凯欣慰地笑了。

2023年 7月 4日，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库尔勒市博湖乡，农民张磊因错误使用肥
料产品，导致施肥罐和滴灌带堵塞。张泽凯得
知后，连续“作战”用漏勺把施肥罐结晶体清理

干净，并跳入污水排放池清理污泥，最终疏通施
肥罐和滴灌带，挽回农民经济损失。

张泽凯在全新赛道续写使命荣光，把青春
奉献给农业，在不断探索中寻找到创业致富的
密码。去年，张泽凯签约服务180名经销商，覆
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0个县、150个村落，走访
新疆5000家门店，服务农作物面积达30万亩，
并参加全国农业植保大会14场，经销商赋能大
会6场，产品订货会5场……

在张泽凯看来，一朝入伍，便军魂入骨。脱
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肌肉记
忆，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90后”张泽凯：把青春奉献给农业

□本报记者 于欣莉

儿童剧《冰箱里的咕噜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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