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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怕 您 笑 话 ，过 了 天 命 之 年 ，跟 儿
童 一 样 盼 过 年 ，妻 子 说 我“ 越 老 越 不 正
经 ”。 儿 童 过 年 ，远 离 了 书 包 和 作 业 ，
可 发 疯 地 玩 乐 。“老 儿 童 ”过 年 ，盼 的 是
跟 老 人 团 聚 。 平 日 里 回 农 村 老 家 看 老
娘 ，心 里 装 着 剪 不 断 理 还 乱 的 案 子 ，总
是 来 也 匆 匆 去 也 匆 匆 ，即 便 陪 着 老 娘
吃 顿 饭 ，也 是 急 火 火 。 娘 埋 怨 说 ，回 家
来 就 像 屁 股 长 尖 儿 似 的 。 唯 有 年 假 时
才 能 放 松 ，放 下 杂 七 杂 八 的 事 务 ，静 心
转悠在老娘身边。

跟 娘 过 年 ，心 里 踏 实 。 老 人 在 ，家
就 在 ；老 人 在 ，你 就 永 远 年 轻 ，永 远 是
孩 子 。 弟 弟 、弟 媳 孝 顺 ，每 到 春 节 前 ，
他 俩 就 来 老 家 抢 娘 ，总 哄 着 娘 就 范 去
县 城 他 家 过 年 。 没 招 了 ，我 就 跟 弟 弟
商 定 轮 着 跟 娘 过 年 。 金 窝 窝 ，银 窝 窝 ，
永 远 比 不 上 狗 窝 窝 。 娘 总 不 愿 进 城 ，
她 说 去 谁 家 也 不 如 窝 在 老 家 舒 坦 。 可
这 会 儿 经 不 住 我 的 缠 磨 ，答 应 来 我 家
过 年 ，但 开 出 条 件 ，进 城 上 楼 ，别 再 嫌
她迷信，得允许她拜神祭天地。

自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父亲患
上 绝 症 ，娘 就 在 家 里 摆 上 了 供 桌 ，挂 上
了 菩 萨 像 ，天 天 给 供 奉 的 泰 山 老 母 上

香 、磕 头 ，听 不 清 娘 嘴 里 嘟 嘟 囔 囔 的 是
啥 ，反 正 不 是 先 生 口 里 的 之 乎 者 也 ，也
不 是 英 文 老 师 的 ABC。 我 和 弟 弟 嫌 她
迷 信 ，娘 说 ，只 要 能 治 好 你 爹 的 病 ，情
愿背个迷信的罪名。

这次来我家过年，娘大红包袱挎来
了 早 早 叠 好 的 金 元 宝 、银 元 宝 ，还 有 盛
着 元 宝 的 莲 花 盆 及 成 捆 的 香 烛 。 娘
说 ，房 门 两 旁 挂 上 松 柏 ，插 上 香 ，意 思
是 年 轻 不 老 ，幸 福 永 驻 。 腊 月 廿 三 小
年 那 天 ，厨 房 挂 上 灶 王 爷 像 ，像 前 摆 酒
菜 、年 糕 、糖 瓜 和 糖 块 ，要 贴 上“上 天 言
好 事 ，回 宅 降 吉 祥 ”的 对 子 ，让 灶 王 爷
吃 饱 喝 足 ，醉 醺 醺 升 上 天 宫 ，向 玉 皇 大
帝报喜报平安。这叫辞灶。

年 除 夕 这 天 ，娘 又 吩 咐 说 ，阳 台 上
摆张供桌吧。这敬天地神灵，敬灶间的
灶 王 爷 ，不 能 不 信 ，也 不 能 全 信 。 忽 然
发 现 ，老 娘 还 懂 得 辩 证 法 ，具 有 一 定 批
判精神。摆供桌，我和媳妇属擀面杖吹
火——一窍不通。摆碗、筷、酒盅，得遵
循 六 或 九 或 十 二 ，这 有 规 格 、有 讲 究 。
供桌上的牌位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
神 位 。 过 去 ，都 是 我 娘 说 着 ，让 我 爹 书
写 。 这 会 儿 ，老 娘 指 挥 儿 媳 妇 ，碗 里 放

炸 肉 、炸 鱼 、炸 鸡 、方 块 熟 肉 ，只 荤 菜 不
行，神灵会嫌腻了，还得有豆腐、炸粉皮
等素菜，还有橘子、香蕉等水果。我说，
这神灵的餐饮水平不低啊。娘笑说，神
家也要赶形势啊！嗯，这意思就是与时
俱进。面对这复杂的程序规矩，我媳妇
一 时 记 不 住 ，赶 紧 拿 笔 记 。 我 说 ，这 也
太 繁 琐 了 吧 ，但 一 想 ，这 属 老 一 辈 传 承
下 来 的 年 俗 文 化 ，不 仅 图 个 喜 庆 吉 利 ，
而 且 当 地 文 化 部 门 还 申 报 了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呢！

楼道门张贴完对联，大红灯笼亮起
来 ，进 户 门 上 的 大 福 字 ，门 框 上 飘 飘 摇
摇 的 过 门 钱 儿 ，松 柏 上 香 烛 袅 袅 ，这 年
味 就 浓 了 。 天 刚 擦 黑 ，娘 说 ，全 家 人 上
班 常 出 车 ，得 先 祭 车 神 。 这 让 我 想 起
很 多 私 家 车 倒 车 镜 上 飘 扬 的 红 丝 带 ，
感 觉 特 俗 气 ，很 讨 人 厌 。 出 于 好 奇 ，我
问 这 什 么 程 序 ？ 娘 指 挥 我 ，拿 笔 记 下
她 的 口 诀 ，就 照 着 念 ，楼 高 ，她 就 不 下
楼 了 。 我 受 宠 若 惊 ，平 时 娘 拉 呱 ，我 一
掏 出 笔 ，娘 就 把 话 咽 了 回 去 ，怕 我 写 进
了 文 章 。 这 会 儿 主 动 让 我 记 下 来 ，颇
感 意 外 和 感 动 。 母 亲 口 授《祭 车 调》：

“ 车 君 大 人 本 姓 陈 ，车 上 拉 着 有 福 人 。
左 边 金 ，右 边 银 ，车 上 装 着 聚 宝 盆 ；聚
宝 盆 里 金 赫 赫 ，天 天 出 门 挣 钱 多 。 四
个 轮 子 圆 上 圆 ，上 了 公 路 保 安 全 。 车
君大人最诚信，确保平安又周全……”

嚯 ，这《祭 车 调》内 容 都 是 祝 福 语 、
吉 祥 话 ，还 很 押 韵 ，尽 管 韵 脚 不 很 严
谨 。 娘 还 说 ，祭 车 ，就 是 这 几 句 ，她 听
一 两 遍 就 记 住 了 。 有 人 就 靠 这 个 去 赚
钱 ，念 叨 几 遍 ，摆 了 供 桌 ，再 围 着 车 烧
烧 元 宝 钱 粮 ，就 收 钱 ，不 像 行 善 积 德
的 。 媳 妇 问 ，要 不 要 摆 酒 和 祭 品 ？ 老
娘 忙 不 迭 摆 手 说 ：电 视 上 说 了 ，开 车 不
哈（喝）酒 ，哈 酒 别 开 车 ，保 平 安 的 车 君
大 人 也 得 守 规 矩 —— 老 娘 与 时 俱 进 ，
还懂交通法规哩！

老 娘 说 完《祭 车 调》，又 唱《祭 神
曲》。 我 也 忙 不 迭 记 了 ：“ 大 年 五 更 开
扇 门 ，迎 着 赠 福 和 财 神 。 赠 福 财 神 头
里 走 ，身 后 跟 着 聚 宝 盆 。 聚 宝 盆 里 金
赫 赫 ，一 对 凤 凰 来 续 窝 ；一 只 叼 着 灵 芝
草 ，一 只 叼 着 银 子 锞 。 发 了 钱 粮 明 了
天，祖祖辈辈出状元……”

娘 说 ，人 是 一 句 话 ，神 是 一 炷 香 。
意 思 是 跟 人 说 话 要 和 气 ，别 争 别 抢 ，更
别 贪 ，佛 家 最 戒 贪 ；经 常 给 神 上 炷 香 ，

就 是 祈 愿 保 平 安 。 娘 说 的 还 是 吉 祥
话，却掺杂了迷信元素。

说 完 这 些 ，娘 又 说 天 气 。 初 一 晴
天，这一年就收鸡；初二晴天，这年就收
狗 ，唱 起 来 就 是 ：一 鸡 二 狗 ，三 猫 四 鼠 ，
五马六羊，七人八谷，九果十蔬，十一收
棉花十二收甜瓜，十三收芝麻……记 下
这 古 谚 语 ，我 上 网 核 对 ，竟 发 现 除 了

“ 九 果 十 蔬 ”说 法 不 一 ，其 他 的 竟 惊 人
地 相 似 。 娘 没 上 过 学 ，看 电 视 学 识 字 ，
长了不少知识。

年夜饭时，娘喝了点张裕干红葡萄
酒 ，不 习 惯 那 味 道 ，改 喝 可 乐 。 老 娘 边
吃 边 唱 起 来 。 先 是 唱《升 旗 歌》：“ 起
来 ，不 愿 做 奴 隶 的 人 们 ，把 我 们 的 血 肉
筑 成 我 们 新 的 长 城 ……”我 惊 叹 于 娘
的 记 忆 ，几 乎 没 啥 差 错 ，这 让 常 常 忘 词
的 我 也 颇 为 汗 颜 。 我 说 ，娘 ，这 叫《国
歌》，还 有 新 鲜 的 吗 ？ 娘 改 唱 起 了《旧
社 会》：“翻 身 不 能 翻 一 半 来 嗨 ，铲 除 老
蒋 反 动 派 ，前 方 后 方 一 起 干 ，努 力 生 产
别 休 闲（我 错 记 成 了 ：摸 了 镰 镢 摸 铁
锨），个 个 都 要 加 油 干 ，哎 来 哼 嗨 建 设
咱 们 新 中 国 万 万 年 ……”记 录 完 了 ，我
又 上 网 一 搜 ，这 是 郭 兰 英 唱 的 山 西 民
歌《妇 女 自 由 歌》中 的 后 半 段 。 娘 补 充
说 ，这 段 唱 词 里 ，最 难 唱 的 是 那 句“ 哎
来 哼 嗨 ”，娘 的 两 个 姐 姐 我 的 姨 母 ，学
了 老 半 天 ，急 得 跺 脚 也 没 学 会 。 至 于

《南 泥 湾》《社 员 都 是 向 阳 花》，还 有 京
剧《盘 丝 洞》《苏 三 起 解》《武 家 坡》《薛
平 贵》《锁 麟 囊》选 段 ，娘 都 能 唱 个 七 七
八 八 。 我 说 怪 不 得 姥 爷 家 族 出 的《文
衔家书》上记载，我娘擅长京剧呢。

我儿子问他奶奶，这些曲都跟谁学
的 ，他 奶 奶 说 ，哪 里 有 人 教 ，都 是 自 己
小 时 候 听 来 的 。 在 娘 家 为 闺 女 时 ，整
日 不 让 出 门 ，天 天 在 一 撸 抱 粗 的 花 红
果 树 下 弹 棉 花 ，纺 棉 线 ，干 累 了 ，烦 躁
了 ，就 唱 歌 、唱 京 剧 ，还 惹 来 成 群 野 孩
子 爬 墙 偷 听 ，被 她 哥 拿 根 棍 子 撵 ，她 老
怕 吓 着 孩 子 们 ，就 隔 墙 撒 出 一 瓢 花 红
果子去，喜得野孩子们嗷嗷叫……

年除夕，守岁夜。八十又八的老娘
说 着 、唱 着 ，一 家 老 少 吃 着 、笑 着 ，竟 比
春 晚 节 目 还 热 闹 。 我 更 是 感 慨 ：跟 着
老 娘 过 大 年 ，听 娘 讲 年 俗 ，让 这 大 年 夜
的 守 岁 时 光 温 馨 浪 漫 ，文 韵 浓 郁 ，春 意
袅袅。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

跟娘学年俗
王乐成

在我对除夕的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
要 数 小 时 候 有 一 次 随 父 亲 到 街 上 去 卖
菜。那时我正上初中，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的事了。虽过了三十多年，但早已刻骨铭
心，想忘也忘不掉。每次提到除夕，瞬间
从脑海里呈现，好似才刚刚过去，离现在
并不遥远。

我出生在农村，那时我家五口人，我
们三兄妹正读书，家里开销大，父亲总是
想方设法挣钱，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家坐落在三个乡镇的交界处，逢赶
场天，父亲要把他种的或养的东西拿到街
上去卖，换些钱。父亲除了赶自己乡镇的
场以外，另外两个乡镇也常去。那一年除
夕，刚好是另外一个乡镇逢赶场天，父亲
说，他要去卖菜，大年三十能卖个好价，镇
上的人过年肉吃腻了，就喜欢吃蔬菜，尤
其喜欢乡下人种的。

头天下午，父亲早早从地里弄回要卖
的菜，有卷心白菜、胡萝卜、蒜苗，整理好，
洗干净，装筐。我说也要去，父亲想了想
说，也好，去体验一下。或许我是家里排

行老大的缘故，比弟妹早点懂事。
那天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父亲挑上

菜，我们就出发了。父亲说要赶在天亮前
到街上，占个好位置。

那担菜看上去很沉，把扁担都压弯
了。一路上，父亲边走边跟我讲如何挑菜，

“要想为个人，咬紧牙巴撑”，遇上坡迈得很
吃力时，他会脱口而出一句非常鼓劲的土
话。父亲走前面，我跟在后面照电筒。他
的影子随着担子一晃一荡，在弯弯曲曲的
小路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我生怕父亲的
影子遮挡了他面前的路，所以必须不时左
右侧着照电筒，好让他的影子在一侧，不与
路重叠，父亲才能看清路。尽管是寒冬腊
月天，父亲早已满头大汗。他脱下外套和
棉袄，只穿一件内衣，我抱着父亲的衣服跟
在后面连走带跑。挑着重担走路的步法与
不挑是不一样的，若是在平坦的路上走，随
着担子一上一下的节奏，两脚必须像小跑
似的，才不那么累；若遇上坡或下坡，那就
一步一印，踩踏实了再挪脚。

穿林间，过堤坝，爬坡上坎，走了一个

多小时，我们来到了荆坪乡镇的街上。这
时集市上只有零星的几个行人，还没有其
他卖菜的人，父亲挑选一处好位置放下担
子，对我说，赶场的人都要经过这儿，能看
到我们的菜。

他先在地面上铺一层塑料薄膜，而后
小心翼翼地把箩筐里的菜拿出摆放在上
面。由于地摊位置有限，卷心白菜只摆了
几颗，码了三层，胡萝卜和蒜苗全摆上，看
上去都水灵灵的。父亲说，卖菜很讲究，
首先菜的品质要好，其次要选个好摊位，
最后要把菜摆好有个卖相。

陆陆续续，卖菜的人越来越多，买菜
的人东挑西选，停落在我们摊位的人也越
来越多。不大会儿，菜卖了多半，尤其是
蒜苗和胡萝卜，几乎一抢而光。慢慢地行
人少了，这时父亲才腾出时间来买了两个
馒头，我们一人一个，就站在摊位上吃。

到了中午，行人更少，还有几颗卷心
白菜没卖出去。父亲说再等一会儿，看看
还有没有人来。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可
他还的价比上半场少了一半。父亲说不
卖，好菜配好价。我看着就着急，因为街
上几乎就没有行人了。

卖菜，通常上半场能卖个好价，下半
场就不行了，更何况是大年三十，只赶半
天场，家家户户要吃团年饭，所以集市早
早就散场了。

街上人家的饭菜香不时飘进我鼻孔，鞭
炮声此起彼伏。其他卖菜的人早已收摊回
家，摊位上只剩下我们。父亲把双手拱进衣
袖里，眼睛左旋右转，只要有人路过，无论有
无买菜的意思，他都要叫卖一声：“卖菜卖
菜，农家肥的菜，没施化肥哟，又嫩又新鲜。”
叫卖声随着凛冽的寒风在空旷的街上回荡，
多少年过去了，还在我耳边回响。

寒风吹得我直打哆嗦，我站在原地不
停地搓手踏脚。鞭炮声越来越少，也不知
道是下午几点了。父亲看我瘦小的身影
在他旁边蹦蹦跳跳，又冷又饿，终于说了
一声：“儿子，回家，不卖了。”父亲收拾好
没卖完的菜，买上一挂鞭炮，我们高高兴
兴地往家返。

回到家，母亲早把年饭做好，她和弟
妹只等我们回家一起吃。村里其他人家
已吃过年饭，准备生火炉守岁。饭菜已
冷，母亲又重新回锅烧热。我们一家人围
着那张方木桌，在鞭炮声中其乐融融地开
始吃团圆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年除夕，我印象
最深，除了吃团年饭饥不择食的因素外，
大抵还有别的吧。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如今，父亲已离我而去，他
让我永远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得好
好珍惜，不负韶华！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察院）

那年除夕
李洪峰

许河乡离县城 40 多公里。说起许河
乡，乡镇干部间过去曾流传这样一句口头
禅：“不想活，上许河。”到许河乡任职，被
一些干部视为畏途。许河乡的落后与艰
苦可想而知。

现在的许河乡当然已不像过去那样
了，前不久我终于成行，走进许河乡杨堂
村探访。驱车行驶在平坦宽敞的乡村公
路，两边树木密实的绿化带，连绵不绝的
田野平畴，不时可见飞起飞落的鸟雀，以
及望空传来清丽婉转的鸟鸣，直让人觉得
进入了秀丽丰美的生态园。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杨堂村
时还不到早上 8 点。来到村委会，接待我
们的是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杨队长。村
委会干部都还没来，他正在看书，用他的
话说“这是在补精神之钙”。他所说的“精
神之钙”仿佛一下子令我通达了他的内
心。是啊，一个人有了强硬的骨骼，才会
有坚强的信念、丰采的精神。

杨队长 2018 年从县机关派驻许河乡
杨堂村，由扶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驻村工
作。他 30 多岁，圆圆的脸庞，戴一副眼
镜，说话声音不亮却有着一丝不苟的认真
和执着。经常在乡间田野忙碌，原本白净
的脸庞承蒙阳光的厚爱变得黧黑透亮，双
手磨出了老茧。

驻杨堂村担任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

长以来，他以村为家，带领干部群众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彻底改变了杨堂村经
济发展落后的面貌，杨堂村连年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基层党建红旗村”“稳定脱贫
奔小康红旗村”。“千亩韭菜种植基地”是
他带领干部群众脱贫攻坚启动的第一个
产业发展项目，韭菜种植日光棚有 300 余
座，面积 600 余亩，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
收 12万余元。

随杨队长和村干部走进韭菜大棚，绿
油油的韭菜清新怡目。杨队长向在场村
民交代好韭菜后期管理要点后，我们来到
肉羊养殖户郑涛的养殖场。杨队长向我
们介绍说郑涛想要扩大养殖规模，去了解
一下看他有什么需要帮扶。郑涛养殖场
现存栏羊 200余只，年纯收益 10多万元。

一只只健壮可爱的绵羊，给人一种和
顺温暖的感觉。杨队长说，当初提出发展
种植业与养殖业，可没少做群众的工作。
为了让乡亲们都能掌握相关的养殖、种植
技术，村委会特地请农业专家、专业技术
人员到村里来培训指导，这才让大家吃下
定心丸。

走出肉羊养殖场，杨队长说，咱到村
民王娟的鸭棚看看吧，昨天王娟打电话，
请他到鸭棚来指导指导，她家新上鸭苗
18000 只，电话里就能感受到她的满心欢
喜。

未进鸭棚，就能听到小鸭苗叽叽叽叽
的叫声，暖融融的鸭棚简直就是鸭的乐
园。未见其人，还真不敢相信，饲养员王
娟竟是一位美丽俊俏、勤快爱笑的姑娘。

说起养鸭，杨队长自信满满：“这个
我懂。”初来扶贫攻坚的时候，他动员大
家发展肉鸭养殖，由于没有养殖经验，大
家都畏手畏脚。他征得家人的同意和支
持，拿出自己家里和筹借的 20 万元，带

头在杨堂村建起了鸭棚，另筹集 30 万元
建设了标准化鸭棚 4 座。当年养鸭毛收
益 10 万 元 ，由 此 激 发 了 村 民 的 养 殖 热
情。

“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如今杨堂村种植、养殖业规模化发
展，乡亲们的口袋鼓了起来，腰杆直起来
了。

时近中午，在回村委的路上，不断有
村民邀杨队长去家里吃饭，都被他一一谢
绝。帮民不扰民，是纪律也是品质。在村
委会二楼，驻村工作室有一间厨房，简易
的炊具，平常的菜蔬，我们自己动手“埋锅
造饭”。没有鱼肉，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我们随杨队长来到村西北面的
枣树种植园，与园农交流枣树的入冬管
理，到泡桐苗木种植基地察看苗木长势。

“这都是你来以后种的吗？”我问。“是的。”
杨队长走进排列整齐、长势喜人的泡桐苗
木间，瞧瞧这棵，扶扶那株，欣喜得像个孩
子。

泡桐树让人想起焦裕禄，杨队长说：
“焦书记当年为改变咱兰考的面貌，殚精
竭虑，鞠躬尽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他是我心中永远的灯塔！”

在杨堂村村道田间逗留观赏，草木、
碧水，羊群、清风，鸟语、花香，新农村、新
气象，让人羡慕，让人流连忘返。

夕阳西下，飞鸟归巢。杨队长他们回
到驻村工作队员的家——许河乡杨堂村
村委会。夜色笼罩乡野，从他们工作室透
出的灯光，在杨堂村百姓眼里，就是乡村
振兴的希望之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检察院）

走笔杨堂村
赵西雷

红果沐雪 周文静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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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月 12日 据新华社）

冬 奥 故 事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记者罗鑫 赵雪彤 黄昕欣）
四年前，在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中获得铜牌的
高亭宇曾说：“希望给奖牌换换颜色。”12日，他做到了！

当天，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中，中国选
手高亭宇以 34 秒 32 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打破平昌冬奥会由
挪威选手哈瓦尔·霍尔默菲尤尔·洛伦森创造的 34 秒 41 的奥
运纪录。

当看到大屏幕成绩排名的那一刻，高亭宇和教练、团队成
员 等 紧 紧 抱 在 一 起 ， 欢 呼 雀 跃 。 随 后 ， 他 身 披 国 旗 ， 比 着

“一”的手势，在“冰丝带”绕场一周，和现场观众共享胜利
的喜悦。

赛后，在混采区接受采访的高亭宇却显得没那么兴奋，甚
至对自己的成绩有点儿不满意。他说：“今天保守滑的，只是
正常水平。这个成绩比我正常水平已经慢了 0.1到 0.2秒。”

对于破奥运纪录的感受，高亭宇说：“比赛前就想过打破奥
运纪录，拿冠军，这场地不破奥运纪录好意思拿冠军吗？但成绩
出来后没有那么兴奋，因为比预想的速度慢了点，可能和腿伤有
关。”至于“冰丝带”的冰面，他说，“滑起来感觉非常好”。

提起最想感谢的人，高亭宇说：“我想对教练说，太辛
苦，太不容易了！为了陪我，自己家庭都没怎么照顾。一直陪
我在一起，很感谢他！”

在家门口比赛，又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
旗手，这些压力他都努力一一化解。在比赛前一周，就“卸载
了微信”。

站上赛场的时候，他也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比赛。作为短距离
项目，男子 500 米胜负在毫厘间，现场气氛紧张。他透露，“赛前，
我听到场内播放起偶像周杰伦的歌，一下子就放松了。”

四年的备战过程中，高亭宇也是孤注一掷。“夏训的时
候，我会一周吐一两次，而且推掉了所有个人的商务活动之类
的，就是为了这块金牌。”

赛前，“平时每天需要睡 10 到 12 个小时”的高亭宇失眠
了。“我昨天没怎么睡好，压力太大了。”

排在第七组出场、“旗手魔咒”，对于外界的议论，高亭宇
手举“金墩墩”，一脸骄傲：“有人跟我说我这次不可能拿冠
军，我就想跟他们说，这是啥？”

对未来的自己，高亭宇想说：“保护好身体，先调整休
息。因为速度滑冰项目只要有一点伤、一点失误，就可能无缘
前三，甚至前 10都到不了。我晚上回去还要进行针灸治疗。”

给奖牌换颜色，说到做到！

冬奥奖牌榜

2 月 12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决赛在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中国选手高亭宇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