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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延庆庆农农民民滑滑雪雪队队的的
冬冬奥奥梦梦

□□通通讯讯员员 陈陈述述升升//文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艺艺//摄摄

日前，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政府西院
的会议室里， 海坨滑雪队队长郎恩鸽和
郭军华等十余名队员结束了在吉林为
期一周的冰雪运动培训后回到北京， 在
与媒体举行的座谈会上， 队员们高兴地
表示， 作为土生土长的延庆人， 2022年
即将在自己的家乡举办冬奥会， 不仅改
变了自己的生活， 也让更多的延庆人逐
渐走到一起 ， 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冬 奥
梦 。 海坨滑雪队是北京市延庆区成立
的一支志愿服务性质的滑雪队， 也是全
市第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滑雪队———
18名成员都来自冬奥小镇张山营及周边
乡镇， 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他们 ， 却
拥有平均 10年左右的雪龄， 好几位队员
在延庆当 地 都 是 小 有 名 气 的 民 间 滑
雪高手， 其中， 还有11名队员拥有专业
滑雪教练资质。 从2017年7月成立至今，
他们在全区推广普及滑雪运动， 累计培
训达到了5000余人次。

作为2022年冬奥会赛区之一的延庆
区， 在2018年3月初便和具有发展冰雪产
业经验丰富的吉林省达成了冰雪产业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海坨滑雪队赴
吉林万科松花湖雪场进行为期一周的训
练， 正是合作协议内容之一， 滑雪队队
长郎恩鸽、 郭军华、 李伟和徐振升等10
余名队员积极参加了这次培训。 在前国
家队运动员赵宝剑教练的带领下， 队员
们每天的训练从早上8点开始， 一直持续
到下午5点， 中午休息时间都还有队员在
雪道上复习学到的滑雪技巧。 晚上他们
还要聚到一起， 观看白天互相录的滑雪
视频， 指出动作上的不足， 交流探讨白
天的所学所感， 常常到深夜才回到房间
休息。

从吉林回来， 很多队员才发现身上
有很多淤青和伤口， 投入的训练， 甚至
让他们忘记了疼。 海坨滑雪队队长郎恩
鸽说： “三年前， 我在山上赶着羊群的
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能把自己的爱好变
成可以为之奋斗的梦想， 这个梦想不仅
关乎于我， 更关乎于我的家乡， 我们的
冬奥。”

郭军华： 回乡创业的 “雪疯子”

郭军华是滑雪队成立初期唯一的女
队员， 由于酷爱滑雪人称 “雪疯子”， 由
于滑雪场就开在自家门口的缘分， 就这
样把她和滑雪紧紧牵在了一起。 现在的
她， 正在冬奥小镇张山营全职经营着一
家名为 “冰雪情” 的滑雪主题餐厅， 在
这个充满滑雪元素的小店里， 她还专门
用玻璃隔断出一片小天地， 里面摆满了

她私人收藏的滑雪器材和装备， 甚至还
有一台打磨雪板的工具。 这次到吉林参
加培训的郭军华就对培训内容之一的雪
板维护格外感兴趣。 修刃、 打蜡， 打磨
板底……她在教练身边看得仔仔细细 ，
眼睛都不敢多眨 ， 生怕错过哪个细节 。
她说， 回到延庆之后， 她准备立刻入手
一套修板打蜡的工具， 将自己的餐厅变
成一个多功能的滑雪爱好者服务驿站 。
“我希望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餐厅而已， 还
能成为滑雪爱好者的服务驿站， 滑雪之
余， 聊天交流滑雪经验， 还能在店里为
雪板做保养， 争取未来还能实现更多的
功能。”

郎恩鸽： 从羊倌转型滑雪队队长
2014年， 郎恩鸽还是一个在山上饲

养着300多只羊的 “羊倌”， 在北京成功
申办 2022年冬奥会后 ， 全镇上下一心
筹办冬奥会的感召下 ， 郎恩鸽一咬牙
卖掉了所有的羊。 特别喜欢 “折腾” 的
他 ， 一心琢磨着要再干点儿什么 。 当
“不如我们成 立 一 支 滑 雪 队 吧 ， 把 我
们的滑雪技能传授给别人， 让更多的人
都能享受到滑 雪 的 乐 趣 ！ ” 这 个 电 光
火 石 般 的 想 法突然迸发在他的脑子里
时， 他没有想到这个想法竟会改变他的
生活。

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和准备， 2017年7
月11日， 全区第一支农民滑雪队———海
坨滑雪队正式宣告成立， 成员一共18名，

平均雪龄十年左右， 全部来自滑雪场周
边村庄的他们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却因为滑雪这个共同爱好而聚集到了一
起， 找到了自己人生中又一个可以为之
努力的梦想， 也为张山营这座冬奥小镇
增添了更多冰雪的光芒。

组队后， 作为队长的郎恩鸽和他的
队员们获得了参加瑞士滑雪联盟教练培
训的珍贵机会， 并顺利考取滑雪教练指
导员一级教学证书。 在2017年雪季的短

短两三个月中， 海坨滑雪队为延庆区蓝
天救援队 、 青年志愿者 、 社区志愿者 、
张山营镇青少年和农民进行了多场滑雪
培训， 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余
人次。

李伟： 雪场小白的蜕变之路
“雪场小白” 李伟， 胜在有一个超

好的心态， 他回忆起自己一个人默默地
在初级道上练习的场景时真是摔跤摔到
怀疑人生。 初入海坨滑雪队时， 相比其
他经验丰富、 技术老道的滑雪队员而言，
只能在初级道上勉勉强强滑下来的李伟，
可以算得上是彻彻底底的 “雪场小白”。
虽然技术不咋地， 但是小白李伟有一颗
热爱滑雪又不服输的心， 队员们看得出
他的诚意， 也把他吸收到了队伍里， 成
为了海坨滑雪队的一员。 在这次海坨滑
雪队赴吉林训练中， 除了滑雪技能的培
训， 驾驶压雪车、 操作造雪机等滑雪场
服务技能培训也让他非常感兴趣， 趁着
滑雪场的师傅们晚上对雪道进行维护的
时机， 他跟着师傅们一起又观摩、 操作

了好几次。 对驾驶压雪车这么着迷的李
伟， 心里也有了新的打算， “如果能让
村民在学习滑雪技能之外， 再组织一起
学习压雪车和造雪机等雪场服务技能 ，
那就更好了。 村民有了一技之长， 就能
在家门口的滑雪场找到工作， 为更多农
民实现冬奥冰雪转移就业奠定基础， 借
助筹办冬奥会和普及滑雪运动的契机 ，
为村民谋得更多福祉， 真正实现延庆提
出的办大事、 促发展、 惠民生的目标。”

依傍着海坨山脚，这座名叫西大庄科
的小山村，因为奥运圣火的到来，正在改
写着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 在2022年，这

里将成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
目举办地，奥运场馆和相关配套设施正在
村子不远处加紧建设着。 这座村子的人
们，也正伴随着冬奥筹备的轨迹而改变着
原本的生活。这些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
民，却因为滑雪这个共同爱好而聚集到了
一起，找到了自己人生中又一个可以为之
努力的梦想，也为张山营这座冬奥小镇增
添了更多冰雪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