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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手记】

一线蹲点影像

我和洒河南小学的缘分始于北京新工体。

7 月份，我收到消息说一支山村足球队将来新工体进行参观交

流。当时我就好奇：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背后有没有故事？跟拍了

一天，孩子们的足球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则成为他们口中“照

相的吴老师”。彼时，我与孩子们约定，有机会一定要去学校看一看。

几个月后，在 12月 9日国际足球日即将来临之际，我终于赴约。

与初次见面的略带羞涩相比，有过一面之缘的孩子们像学校主人

那样很快接受了我。一旦发现我的镜头，他们就会主动比出V形手势。

有的孩子会跟我分享他的秘密，并总是询问我“明天还来吗？”这些纯真

又美好的细节，既让我感动，也让我认真思考，足球文化对学生的影响。

一名老师告诉我，洒河南小学的孩子们看着跟别的学校孩子不

一样。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不管缺了几颗牙；一个

同学会帮另一个同学系鞋带，只因为后者还不会；踢球时磕碰摔倒擦

破皮，他们会马上爬起来，拍拍灰尘继续奔跑……

足球是个好玩的运动，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而学校在用心守护这

份天性——这是我觉得最难得之处。没有被功利裹挟，不太在意输

赢，健康快乐就好。在这样的理念下，孩子们

对足球最纯真的热爱被牢牢包裹住。

我想，这份来自童年的热爱，注定将陪伴

他们一生。至于是否会走上职业球员的道路，

反而变得不再重要。

看到最纯真的热爱

“……874、875、876！”裁判老师停止了低

声默数，拿起话筒公布了“876”这个颠球比赛

成绩，四周随即响起阵阵掌声和惊叹声。

6 年级的张紫萱捡回飞出去的足球，赶

忙跑回自己班级的位置，顶着红红的脸蛋，微

微低头回应身边同学的夸赞。对面的低年级

同学则纷纷从地上爬起来，又蹦又跳又拍手

又欢呼，满脸崇拜地看向学姐。

12 月 6 日下午，河北省兴隆县洒河南小

学第五届颠球大赛正在进行。“张紫萱创造了

学校颠球比赛的新纪录。”魏凤鑫校长对同学

们说，面带喜色。

绿茵场中央，学生身穿红色校服，沐浴在

冬日暖阳下。两层楼高的校舍和围墙组成了

个长方形，把球场围在中间。学校临河而建，

河畔是乡村公路。公路与河道绵延伸向远方

尽头，连接着散落在山沟沟里各处村庄。

这是一所山村足球特色学校，目前在校

学生约 150名，辐射周边 4个自然村。由于学

生父母多在外地务工、不少村庄距离学校较

远，学校的寄宿生超过一半。

“足球不止是一项运动，它本身就是教育

的一部分。”魏校长说，学校发展足球无关功

利，也绝不会拿文化课成绩好坏限制孩子踢

球，他的愿望是“在辖区的每一个村庄，都能

看到孩子们快乐踢球的身影”。

2014 年，学校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

展特色，初期队员只有 3名，球场只有在校门

口的一块水泥地。

2016 年，学校终于有了完整建制的足球

队。那年夏天，魏校长带着几位老师和 10多

名学生去承德市踢“市长杯”足球赛，队员们

穿的还是别人赠送的球衣。学校找了辆面包

车把锅碗瓢盆都带上，在承德租了个三居室，

打地铺住了两周。最终这支队伍在 14 支参

赛队伍中获得第五名。

为了让学生有一块像样的球场，学校体

育老师杨福永把自家 1.5 亩的河滩地开辟出

来，无偿给学校使用，取名为“河畔球场”。

2020 年学校有了人造草操场后，这块场地仍

然被保留下来。学生们会定期来清理，并开

展各项活动。“这块场地是我们学校足球文化

的一部分。”魏凤鑫校长说。

球队建立后，男女队均是兴隆县冠军的

常客，在承德市比赛也屡创佳绩。2019 年开

始，校队每个暑假都会前往石家庄参加河北

省足球夏令营。在 10多支队伍中，他们是唯

一一支来自大山里的校园足球队。

今年夏天，洒河南小学足球队受邀来到北

京，进入竣工不久的新工体与北京国安队教练

组进行交流，并现场观看比赛。有几名队员还

被选为比赛的球童，与国安球员牵手入场。

“乘大巴车从北京回学校要 4个小时，那

天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已经凌晨一点多，但孩子

们还是激动得睡不着觉。”带队的体育老师说。

随着足球队走出大山，孩子们的视野越

来越开阔。一位老师介绍：“你看我们洒河南

小学的孩子，和周边学校的孩子相比会有明

显的不一样，他们对着镜头也会大大方方，不

会胆怯。”

“希望足球能陪伴孩子们一直走下去。”

魏校长说。

“过去，台风来临前，海上平台的所有人员必须全

部撤离、油井关停；现在，通过大力推进数字化油田建

设，启动台风天气下遥控生产模式，在人员安全转移到

陆地后，仍然能够远程监测、遥控生产……”作为海上

智慧油田建设的参与者，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番禺油

田的付显英，谈起海上远程智能化生产模式非常感慨。

2019 年番禺油田区块启动井口平台无人化改造

建设，经过几年的自强创新，陆续实施了番禺 10-2
平台数字化提升改造、台风天气下遥控生产模式建设

等重大改扩建项目，并通过一系列数字化改造专项课

题，终于实现了海上油田“无人生产模式”和“台风生

产模式”的稳定运行。

在海上建设智慧油田，海底的通讯光缆和动力电

缆往往决定着最终的成败。为此，番禺油田通过技术攻

关，成功优化了各采油平台的电力系统。这不仅实现了

采油平台的无人化操作，同时也使得整个油田在生产期

间可大幅减少发电时产生的原油消耗和废气排放。

“台风天气下，即使所有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仍然

能够保障油气稳定供应”。如今，这里的海上智慧油

田建设正通过一项项重要技术的攻关，为中国海油后

续数字化、智能化油田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海上在海上建建设智慧油田设智慧油田
本报记者 康劲 王伟伟 摄影报道

11 月 22日，番禺 4-2B平台上的输油管道，每
根管道对应一口井，目前这个平台上有41口油井。

11月22日，工作人员正在甲板上巡检。 11月22日晚，技术人员在讨论智能化改进方案。11月22日，一名检验员正在进行原油采样。

11月23日，番禺油田的一处生产平台。

↑12月6日，河北省兴隆县洒河南小学举行第五届颠球大赛，6年级的张紫萱以876次的成绩刷新学校记录。她不仅是学校的“颠球大王”，文化课成绩
也是年级前三。

↑12月 6日，在洒河南小学颠球大赛颁奖典礼上，张紫
萱领取了特等奖奖品：一双北京国安队捐赠的球鞋。

12月7日
放学后，几名洒
河南小学的学
生在黑峪沟村
街道踢球玩耍。

左图：12 月 6 日早晨，
被 群 山 包 围 的 洒 河 南 小
学。学校服务周边4个自然
村，最远的超过10公里。

↑12月 6日下午，洒河南小学的低年级学生们来到河畔
球场踢球。

12月7日
20 时，寄宿的
学 生 们 在 洗
漱。他们中很
多人父母都在
外地打工，家
里距离学校也
比较远。

←12月6日下午，孩子们排队前往河畔球场。

右图：7 月 16 日下午，
洒河南小学的足球队员乘坐
大巴车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
参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