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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拉练很辛苦，但受益匪浅，在
训练营中，我们宁夏运动员有机会与世界
级马拉松运动员近距离交流，观摩他们的
训练，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不断提升自
己的竞技水平，为征战第十五届全运会打
下坚实基础。为了圆梦，没有什么捷径，
唯有‘反复跑、拼命跑’才有希望。”2024
年 12月 25日，远在非洲肯尼亚参加外训
的何杰通过电话告诉记者。

2024年，对于宁夏田径运动员何杰
来说，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巴黎奥运会男
子马拉松项目，无疑是一生中最难忘的瞬
间。何杰是本届奥运会唯一一名宁夏籍
参赛选手，也是宁夏历史上首位参加奥运
会田径项目的运动员。

何杰说：“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大赛，虽然最
终成绩和一些世界名将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但我和队友们都拼尽了全力，让各国
运动员看到了我们中国田径队永不服输
的体育精神。”

在奥运会后的首场赛事——衡水湖
马拉松比赛中，何杰的成绩不够理想，一
些热心网友对何杰提出中肯的建议。何
杰坦言：“虽然心态上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但仍然专注于刻苦训练，唯有成绩才有说
服力。”2024年 10月 20日，在第 34届大连
马拉松比赛中，何杰以 2小时 14分 40秒
的成绩率先冲破终点线，这是他在巴黎奥
运后国内马拉松比赛中首次夺冠。

前不久，为备战 2025年第十五届全
国运动会，何杰等 7名宁夏田径运动员从
云南玉溪训练基地启程，远赴非洲肯尼亚

开启为期3个月的外训征程。
“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将拉开大

幕，祝愿每一名宁夏健儿都能圆梦全运
会，站上领奖台，用不懈拼搏、永不服输的
精神，彰显宁夏体育持续向前的希望。”何
杰说。

2024 年 12 月 24 日，
宁夏校园里的那抹“蓝”，
绽放在了厦门大学的课堂
上——第二十五届闽宁协
作厦门大学宁夏研究生支
教团队长唐晓宇和队员梁怡
婷穿上曾在宁夏支教时的蓝
色队服，以《高校如何助力“组
团式”帮扶工作？》为题，与同学
们分享了在宁夏支教时的故事
与思考。

这抹“蓝”，2024年更是绽放
在全国人民眼前——闽宁协作厦
门大学宁夏研究生支教团被共青团

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第二十八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支教的经历、奖章的激励，让我更
加确定，我要努力成为温暖他人的那束

光。”结束在海原县关桥中学支教工作已
经小半年了，远在 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孩

子，依旧是唐晓宇的牵挂。
唐晓宇说，新的一年，希望“山”那边的学

生们能够继续健康快乐，他也会在“海”的这边
默默见证学生的成长。“我也相信闽宁协作厦门

大学宁夏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们会接续努力，
将闽宁协作教育帮扶的‘山海接力’一棒又一棒传
递下去。”

曾支教于海原县高级中学的苏宛莹说：“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希望孩子们努力去看更广阔
的世界，永远保持一颗向上的心，勇敢地做自己。”

曾支教于彭阳县第一中学的赖伟航说：“我在
海边许下新的愿望，愿娃娃们像海浪一样勇敢，如
阳光一般明亮。”

“山”这边，在海原县关桥中学支教的第二十六
届支教团队长周庆一正在深刻体会岁末年初之际
的忙碌与充实：学生期末备考、支教活动安排、“这
条小鱼在乎”助学项目征集……“真正踏上这片
土地、融入支教生活，才能体会到这里孩子的纯
真与质朴、研支团这个集体的韧劲和力量。我们
第二十六届研支团 22名队员，将会坚守初心、一
往直前，为乡村教育贡献青春力量。”周庆一说。

“作为闽宁协作的一分子，我们用微薄的力量
续写山海情谊。新的一年，祝福福建和宁夏协作之
路越走越宽广、两地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
幸福。”同时，周庆一祝福孩子们尽情享受生活的每
一个瞬间，祝福支教队员们不负韶华、收获满满。

2024年12月24日13时许，记者走进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
区，一进门就被秦腔旋律吸引。循着声音
来到二楼，见到了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大家都不午休吗？”记者问。
“我们社区经常这样，一般不到下午

2点，文艺团的人就来自己练习唱歌了。”赵
耐香笑着回答，“他们天天排练，最近就有
新年文艺演出，到时候社区居民会来看。”

看着居民们欢声笑语不断，赵耐香
很高兴。但她心里还记挂着另一群人，
社区里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居民。元旦
过后，赵耐香就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预计要慰问200户。

谈到 2024年的收获和 2025年的祝

福，赵耐香表示，2024 年最难忘的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城花园社区，那
是最温暖的回忆，今后的工作会继续按
照总书记的嘱托前行。作为一名社区党
组织负责人，她送给同样奋斗在一线的
社区工作者们祝福：“2025年，祝愿大家
在服务老百姓工作中更有收获。”

她表示，明年要把老年人的工作做得
更扎实，用三层温暖把老年人“裹”起来，
让他们越来越幸福。第一层是监督物业
公司把维修维护工作做扎实做到位，把老
年人着急的问题解决了；第二层是社区搭
建平台，办理孝亲卡，为老年人提供家政、
陪医等精细化服务；第三层是撬动子女和
社区联动，保障老年人生活安全。

赵耐香：

用三层温暖把老年人“裹”起来
本报记者 何婉蓉

冬日的宁夏灵武市白芨滩马鞍山造林基地，樟
子松、侧柏依旧青翠。站在马鞍山山头眺望，向西，
数公里外的黄河清晰可见，安澜无虞；向东，曾经肆
虐的毛乌素沙地已经被固定，锁缚黄龙。王有德
说：“不拦着，沙子就会流入黄河，生态都是一体的，
生态和谐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2024年，70岁的王有德依旧活动在山上。在宁
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办公室、苗圃、泵站、渠道、温棚、研学基地，是
他每天固定的去处。治沙成就展馆里，前来参观的
人一拨接一拨，王有德会向他们讲起白芨滩多年的
治沙史，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并加入。这条经过白芨
滩三代人接力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最后的一公

里，是教育，是传承”，王有德说。
2024 年，基地建成了劳模荣誉展厅、科学治

沙宣讲室、爱国主义教育和 20位中国杰出科学家
宣传展台，以及劳模创新工作室、红色文化精神
等宣传长廊，吸引了 10260 人次参观，其中包括
2152名中小学生前来实践研学。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在这里认识了华山松、金叶榆等树种，在沙
地里学习编织草方格、种下一棵棵小树苗，在研
学基地亲手采摘葡萄、草莓等，感受大自然的奇
妙与魅力。

王有德说：“2025年，我希望能有更多青少年关
注生态，参与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来，接好接
力棒，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回首 2024年，忙碌与充实，贯穿始
终，‘寻找安详小课堂’参与线上线下学
习的学员达上百万人次，散文集《中国之
美》精装版重印 6次，《寻找安详》青少年
版出版……2024年 12月 27日，著名作家
郭文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郭文斌来说，2024年是吉祥之
年，收获之年。

作为从西吉走出去的著名作家，郭
文斌是西海固作家群的领军作家之一。
2024年，郭文斌散文集《中国之美》一书
出版后，登上各类好书榜单。

这一年，《中国之美》研讨会、阅读分
享会先后在北京、西安、银川、固原、敦煌
等地召开。

“西海固文学以新的主题书写具有
新时代风貌的作品。西海固文学的群众
性、自觉性，在全国都是少见的，接近
2000人的西海固基层文学爱好者，特别
是农民作家，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农民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特
的现象，其实恰恰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因
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传统
本身就是耕读传统。”郭文斌说。

“2025年，我更希望大家活在当下，
活在‘这一刻’，活在过程之美中。一个
人如果总是活在过程中，活在‘但行好
事，莫问前程’中，就不会过度地考虑结
果，生命状态就积极向上，充满喜悦，焦
虑和抑郁也就无从靠近。”郭文斌坦言。

郭文斌：

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刻”
本报记者 何耐江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本报推出“你好2025”主题专刊，关注不同行业人士的新年寄语，聚焦新年第一天坚
守岗位的交警、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他们的新年寄语，也是不同行业从业者立足岗位、服务社会的愿景；
他们的奋斗故事，亦是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打拼、为梦想奔跑的故事。“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在
此，本报祝愿每一位读者在新的一年都能怀揣温暖，勇敢奔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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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宁夏研究生支教团：

愿娃娃们像海浪一样勇敢
本报记者 陈 瑶

何杰：

祝每个人都能圆梦
本报记者 王 刚

“鞋子掉了，但体育精神决不能丢。”
从自治区运动会“赤脚夺银”，到

打破马拉松全国纪录，再到亚运会夺
冠，说到获胜关键，何杰认为还是“体
育精神”。

近年来，全民健身的热潮已然席
卷全国，体育强国的梦想正逐步照进
现实，投射在每一位体育工作者的身
上。在何杰看来，自己无疑是幸运
的，“但幸运的背后，永远都是永不言
弃的体育精神，每一次的奔跑、每一
次的竞技、每一次的屏息，都是对意
志的磨炼”。

“我们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正式
比赛来看待，在异国他乡更要弘扬体
育精神，直面挑战突破创新，成就更好
的自我。”何杰说。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弘扬和展现
出的生命之美，在于诠释拼搏向上、挑
战超越极限的人生之志。正如何杰所
说，训练场上和竞技场上，没有常胜将
军，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位对手。

成就更好的自我

王有德：

希望有更多青少年关注生态
本报记者 杨嘉琪

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对弥
漫着风沙的童年记忆，让王有德站在父
辈们的肩膀上，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坚
持一辈子“植”此青绿。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沙漠里扎根
四十年，只为了“植下一棵树，收获万点
绿”；也很难想象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
练就了扎草方格的本领，为了将沙漠阻
隔得更远一点。这种“小时候从院里往
外背沙，长大了从远处往来背草、背苗，
每一支都是希望，每一棵都是亲手打造
美丽家园的绿色屏障”的“治沙精神”，让
我由衷敬佩。

王有德说，“最后的一公里，是教
育，是传承”，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不仅
让孩子们到基地里亲眼看一看治沙人艰
苦奋斗的故事，亲手种种菜、种种花，也
让更多人意识到生态和谐需要大家的共
同努力。他说：“我追求了一辈子，爱好
了一辈子，几十年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希望更多人加
入进来。”

作为年轻记者，我是讲故事的人，更
希望用我所感受到的生生不息与坚韧，
让大家了解到如今美好环境的来之不
易，这场绿色使命应当由更多人来接力！

绿色使命接力前行

多年来，郭文斌孜孜以求的是找回中国传统文
化的根与魂，期盼能构建出中国人安详、幸福、美满
的精神家园。

“我想通过《中国之美》的写作，探讨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物质共同富裕的基
础上增进人们精神的共同富裕，增强人们的
精神力量，助力文化自信的坚定性，助力中
国梦的实现。”郭文斌说。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采访中，郭
文斌的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新的一年，前行的路总有狂风起，
但始终坚守信心与梦想，前行的路总
是曲折多，但努力拼搏永远不放弃。
要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更应活在当
下，把握当下的幸福，无所畏惧，一
路向前。

把握当下的幸福

2024 年 12 月 24 日 13 时许，本应
是午休时间，赵耐香却还在工作。

从 2003年开始，赵耐香就来到长城
花园社区工作，二十多年来，她始终把居
民的小事当大事办，早已成为居民群众的
贴心人。

记者和赵耐香聊着她的收获、新年祝福
和下一步打算，赵耐香谈及的内容句句不离
社区：小区 的 硬 件 损 耗 情 况 ，社 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食 堂 运 行 情 况 ，困 难 群 体 就 业 难 等 问
题，要把群众诉求解决好，把群众合法权益维
护好。

多年来，社区工作者用心服务着居民，倾听
群众声音，回应群众需求，以实干为笔绘就着生
动的民生图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社区成为
居民最温暖的家，让长城花园社区成为人人称赞
的幸福家园。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一年，不长的时
间，可以做什么？

支教团的答案是：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
件终生难忘的事。

25年，支教团先后有 300多名队员奔赴宁
夏接力教育帮扶。

“宁夏已经下雪了吧？总能想起课间和孩
子们一起打雪仗”“张诗辰同学将研究了几个月
的小火箭升空视频分享给我，这就是带孩子们
看世界的意义”……在与唐晓宇通话时，他的

“宁夏情”没有因为距离而减弱，其他队员亦是。
现在，第二十六届研支团已接过接力棒，用

青春和奋斗为孩子们推开一扇又一扇从“山”看
向“海”的窗。

阳光正好，我们山海携手，守护花开。

青春当以责任扛肩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见证社区“心”服务

寄语新年
每个日子都闪亮

↑ 赵 耐
香。（图片由受
访者提供）

↑王有德为前来研学的
孩子们讲述治沙故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何杰何杰（（前排左前排左））在日常训练在日常训练
中中。。（（图片由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图片由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
中心提供中心提供））

↑↑第二十五届闽宁协作厦门大学第二十五届闽宁协作厦门大学
宁夏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和孩子们在一宁夏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和孩子们在一
起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猛王猛 李宏亮李宏亮 摄摄

郭文斌郭文斌。。
（（图片由受图片由受

访者提供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