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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往事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赖碧怡

本报讯 人民保险·2025茂名
马拉松赛中，近2000 名志愿者化
身为别样“跑者”，他们奔跑在赛
道旁、赛场外，用饱满的热情和
真诚的态度服务每一位选手，为
赛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成为赛道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为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市
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市青年志
愿者行动指导中心联合广东茂名
健康职业学院，组织了近 2000名
志愿者为赛事提供全方位服务保

障。他们的志愿服务覆盖赛前、
赛中、赛后全流程，打响了赛事服
务第一枪，也站好了赛事服务最
后一班岗。

当日上午 5 时，志愿者均达
到岗位，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尽管早晨天气寒冷，志愿者们依
然热情高涨，用心用情为选手做
好服务保障。

在赛事期间，志愿者们分布
在接驳站点、物品存取、赛道补
给、路线引导、比赛计时、医疗保
障、赛后拉伸等各个岗位。他们
不仅负责参赛人员的后勤保障和
起跑时的秩序维护，还在马拉松

沿线为参赛选手和场外观众提供
氛围营造、旅游咨询、应急救援等
服务。志愿者们以真挚热情、细
致周到、专业规范的服务，出色完
成了各项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据了解，为做好茂名马拉松赛
事志愿工作，赛事组委会早在赛事
前一个月便在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组织开展了多场赛事志愿者
培训，为赛事的顺利举办蓄满能
量，备足马力。特别是针对学院学
生的医学专业背景，组委会开展了
有针对性的医学服务培训，为参赛
选手提供赛前运动准备、赛后拉伸
恢复等专业保障服务。

在赛事中，志愿者们也充分
展现了专业素养。“在比赛中途我
身体出现不适差点晕倒了，有两
名志愿者和其他医护人员发现
后，立刻上前扶住我，为我进行检
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恢复
了过来并继续完赛，这让我感到
非常暖心。”获得女子全程马拉松
亚军的通拉嘎赛后接受采访时深
有感触。当天在赛后恢复区，大
批选手在志愿者的帮助指引下进
行拉伸恢复体能，纷纷点赞了志
愿者的专业服务水平。

“去年我也参加茂马的志愿
服务工作，今年负责统筹指挥学

院志愿者开展工作，更有经验
了。”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
会主席、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陈
晓楠感慨地说，“能在这场盛大的
赛事中出一份力，并获得组委会
和选手们的认可，我感觉很有意
义，更为我本学期的结束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赛者用脚步丈量城市，志
愿者则用爱心点亮城市。在这场
体育盛事中，志愿者们不仅展现
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更传承了茂
名的好心精神。他们的付出和努
力，为本次马拉松赛事的成功举
办贡献了重要力量。

近2000名志愿者全力护航“茂马”完赛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宁钰燕

本报讯 人民保险·2025 茂
名马拉松赛开赛当天，有一群特
殊的选手——来自心 shine 残健
共融跑团的视障选手们，在该团
陪跑成员的陪同下，伴着阵阵海
浪涛声，沿着滨海绿道一路奔跑，
同逐马拉松参赛梦。

据了解，心 shine残健共融跑
团成立于 2016 年 1 月，由茂名市
盲人协会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共
同组建，是全国首个“视障人士+
大学生”模式的公益跑步团体。
项目包括日常助盲跑、带视障者
参加马拉松赛事、联合企业举办
大型跑步活动以及培养一批视障
跑者导师等服务，以此来鼓励更
多的视障者走出家门，影响更多
人加入助盲队伍。

茂名市盲人协会会长、心
shine 残健共融跑团负责人王俊
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此次比赛，在
茂名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支持下，
跑团共有 120 名团员参赛，其中
50名是视障人士，全员都安全完
成了比赛。

“去年也有参加，但今年更

快地完赛了。其实中途我体力
接近耗尽，打算放弃了，但陪跑
团友一直给我鼓劲，才让我坚
持了下来。”视障选手邹冠华
说，得益于团友的帮助，他再次
实现了跑马拉松的梦想，还突
破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以 2 小时
01 分顺利完赛。据了解，该成
绩也是心 shine 残健共融跑团参
赛选手里的第一名。“参加马拉
松，既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又能
与外界交流，免于与社会脱节，
这也是我喜欢参加这个跑团的
原因。这项运动我会坚持下去
的。”邹冠华说道。

“今天我们 120 人中有来自
信宜、化州、高州、茂南以及其他
市的盲人朋友。他们平时从5公
里、10公里到更长的距离不断地
训练，他们都想去跑更远的赛程，
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很有意
义。”邹冠华的陪跑者陈波刚从广
东石油化工学院毕业，依旧延续
了在大学助盲的义举，帮助更多
的视障人士在马拉松的赛道尽情
奔跑。“希望未来的茂马能专门为
视障人士开通一条竞赛通道，让
他们有一天也能站上领奖台。”王

俊也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茂马
的期待。

据悉，心 shine残健共融跑团
已累计服务视障者 22800 人、服

务时长超 10 万小时。跑团的助
盲跑项目已推广至江西吉安、河
北保定、内蒙古巴彦淖尔等全国
30 多个城市，在陪跑员的陪伴

下，视障跑者已在国内 61场马拉
松赛事中斩获了 1823 枚完赛奖
牌，甚至远赴国外参赛，满足了更
多视障人士的运动需求。

心shine残健共融跑团50名视障人士逐梦“茂马”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宁钰燕

本报讯 为了让来自全国乃至全球远道
而来的参赛者和观众更加深入了解茂名的
文化底蕴，2025年茂名马拉松赛事期间，主
办方特意设置了茂名非遗项目展示区，电
白贝雕便是其中一项，以其独特的工艺美
学，为这场体育赛事增添了不少文艺色彩。

当天的项目展示区内，透明玻璃罩盖
着一件件栩栩如生的贝雕作品，吸引了参
赛选手的目光。或是渔女献珠，或是巾帼
冼夫人图，或是金鸡报喜，或是双喜迎春，
由工匠巧用贝壳天然的形状、色泽和纹理，
雕刻或创作出立体的工艺形象，向选手们
展示着茂名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非
遗独特魅力，传递美好祝愿。

据了解，电白贝雕是茂名市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天展出的是电
白永乐贝雕作品，由已入选茂名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贝雕制作技艺传承人名录
的莫善玉与其团队所带来。

不仅如此，当天颁奖环节上，莫善玉还
特意为本届茂马的获奖选手赠送了各式电
白贝雕工艺品。“一等奖是‘花开富贵’，由
贝壳雕刻而成的牡丹花；二等奖是‘巾帼冼
夫人’形象，三等奖是‘岭南贡荔’图，制作
工艺各有不同，将茂名的人文风情嵌于物、
化于形。”捐赠者莫善玉表示，选手来自全
球各地，希望通过此举向选手宣传电白贝
雕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到电白贝雕。

茂马作为茂名规模盛大的体育赛事，
是展示茂名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电白贝
雕作为非遗项目亮相茂马赛场，不仅是对
茂名特色民俗文化的扩大宣传，也是推进
非遗项目活力传承、活力再现的有力手段。

电白贝雕助阵
2025年茂名马拉松

心心shineshine残健共融跑团快乐合影残健共融跑团快乐合影。。

电白贝雕亮相茂马非遗项目展区。（组委
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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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探亲访友、外出旅游，不少人驾着
自家车轻松出行，这是很普通很
平常的事了。稍为留意一下，便
会发现，街坊邻里，几乎每一家都
有了自己的小车，至于摩托车、电

单车，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回忆起上个世

纪六七十年代，别说小
轿车、摩托车，就是拥
有一辆自行车，也是很
骄傲的事了。记得，那
时我们村子里五六百
号人，没有一辆自行
车。春节前夕，村中的
外出工作人员回乡休
假，4 人各自骑回了一
辆 半 新 不 旧 的 自 行
车。村中后生看了，羡
慕不已，垂涎欲滴，摩
拳擦掌，都想试试骑自
行车的滋味。除夕这
一天，一番商议之后，
推出几位能言会说的

代表上门求借。他们不负众望，
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说服了车主，
同意借出各自的单车，让后生们
在村中广场玩一天，过过“单车
瘾”。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热闹欢
乐的场面：有的骑上只绕广场一

周，便被另一个搓着手早已等得
火急火燎的小伙拦住，抢着骑走
了。有的刚骑上，便摔了下来，导
致“四脚朝天”，却没有喊伤喊痛，
急急爬起，匆匆又骑上车了，生怕
被下一个等候的同伴抢走。也有
的耍赖，骑着飞跑不肯下来 ，比约
定的圈数多骑了几下。也有个别
高手，慢悠悠的骑着，轻巧地蹲在
车子一边的“脚踏鸡”，伸下手捡
拾地上的硬币……看骑自行车的
人，将村广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
泄不通，时不时爆出阵阵欢声笑
语，比看大戏还开心、热闹。那时
我们这里有句顺口溜，“乜嘢最爽，
单车溜坎（下坡）。乜嘢最爽，糯米
煲糖（粥）！”可见当时社会物质之
匮乏，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之低。

当年从广州、汕头、湛江、高
州、化州、信宜、梅菉等大小城市
的大批知青，来到位于化州县官桥
公社的国营红峰农场参加生产劳
动，说是“接受锻炼、接受农场工人
的再教育”。深山里的农场骤然热

闹起来了。某个星期天，农场知青
陈桂珍从熟人那里借了一辆自行
车，高兴得如获至宝，还邀上闺蜜
莫秀莲，两人同骑一辆自行车，一
前一后，双双骑到官桥墟。到了墟
上，喜不自禁急急来到照相馆，请
照相师傅出来为她俩拍照。最后
决定选在墟边的小桥上，两人兴致
勃勃骑上去还装模作样，显摆一
番，炫耀一番。瞧瞧她俩，笑得多
开心、多甜蜜、多自豪！

此一时，彼一时，用现代人的
眼光看来，可笑至极！但在那个
时代，却完全在情理之中，换上你
和我，也会如此。

岁月悠悠，往事不再，但依
然 记 忆 犹 新 。 特 别 是 我 们 这
些上了年纪的亲历者，抚今追
昔，更是深切体会到祖国发展
的一日千里，社会进步的日新
月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
节节甜，幸福满满、自豪满满、
开心满满！

借辆自行车出墟拍照炫耀
文/陈冲 图/红峰农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
在家乡农村读初中时，是到相邻大
队（村委会）的学校上的学，每天上
学，上下午从家里到学校要来回
走 4 趟那近 2 公里的田间小路。
一路上都是一块块平整的农田，
大都种植水稻，每年两季，每到春
耕或夏种后，插在农田里的青青
禾苗开始茁壮成长之时，因极少
施化肥农药，田里有许许多多的
小鱼小虾，也在自由自在地快乐
成长，尤其是田埂旁的水田里会
出现许多的小水洞，洞里藏着一
种珍贵的水生动物一一黄鳝。

每当中午放学，我在回家的
路上，经常能看见一位有点驼背
的老人，背着个小竹篓，手里拿着
一截铁线在田埂上慢慢巡走，只
见他一会躬着身子寻寻觅觅，一
会蹲下身来在捣鼓什么。后来听

村里人说，那位长者是村里第二
生产队的，已经九十多岁了，是村
里最年长的老人之一。他除了耳
朵有点聋之外，身体很好，闲来无
事常到田间地头摸鱼捉虾，他特
别喜欢钓黄鳝，是村里出了名的
钓黄鳝高手。有一次，我放学回
家路过村里的水田时，看见老人
又在田埂边钓黄鳝，我好奇地走
近他身边，想瞧瞧他究竟是如何
钓黄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一根
小铁线，下面那头磨得尖尖细细
的，并往上弯成一个钩状，尖钩里
套上一条蚯蚓，当他发现田埂边
的水田里有小洞口时，便把穿有
蚯蚓的铁线小钩放到小洞口前晃
悠搅和几下，引诱黄鳝伸出个头
来，贪吃地咬钩里的蚯蚓。等黄
鳝咬上钩后，老人眼疾手快，右手
往上一抽，把黄鳝从水田小洞里

拉出，悬在半空中时，他疾速伸出
左手，中指在外，食指和无名指等
在内，像把铁钳一般猛一下子便
钳制住黄鳝的上半身段，并迅速
将钓起抓牢的黄鳝放入小竹篓
里，再慢慢将铁线钩从黄鳝嘴里
解开。随后，老人又开始寻找下
一个黄鳝洞，钓下一条黄鳝了。
半天下来，老人能钓到小半竹篓
黄鳝，令我艳羡不已。要知道，在
当年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
到黄鳝，是一种改善家庭伙食的
高级享受了。

到了星期天，我在家里找来
自行车轮毂里断掉废弃的一根钢
线，把一头打磨得又尖又细，用
钳子弯成小钩，再到墙边杂草丛
或旱地里挖来蚯蚓，约上村里的
小伙伴，来到水田埂，到处寻寻
觅觅，寻找水田里的小水洞口，

钓起黄鳝来。开始时，钓起的黄
鳝因生猛滑溜常常抓不住，黄鳝
挣扎几下便掉下水田里，情急之
中，我也踏进水田里追赶抓捕起
黄鳝来，尽管弄得浑身泥水，脏
兮兮的，也毫不在意，且乐在其
中，直到抓到为止。每次出去钓
黄鳝，也都有收获，能钩到上十
条黄鳝。拿回家后，用清水养
着，或拿来煲黄鳝粥，或做黄鳝
汤，或用辣椒焖炒，或直接油炸
黄鳝，都是难得的上等美味佳
肴，钓一次黄鳝，可以足够让家里
人享受好几天啊。

如今，虽然要想吃多大、色泽
多好的黄鳝都能在市场上买到，
但那都是人工养殖的，不但养殖
期短，饲养过程中投喂的饲料也
多有诟病，吃起来难以让人放
心。五十多年前我们在水田里随
处可抓的那种纯天然野生黄鳝，
已难得一见了，当年那些清香美
味的天然野生绿色食品，很是令
人怀念，那段钓黄鳝的经历也历
历在目，至今难忘。

钓黄鳝
陈汝雄

我是个爱书之人，淘书是我的一
大嗜好。我常常光顾旧书摊、旧书
店、废品回收站……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天我去县城
办事。进入县城时还阳光灿烂的，谁
知，不到半个钟头就下起了小雨。我
急冲冲向最近的一个旧书摊跑去。
跑了十多米，进入了旧书摊。女摊主
热情地给我递来一条毛巾，说：“我这
里的书很便宜，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我接过毛巾擦去头上的雨水
后，便随手拿起了一本书翻阅，不好
看，放下了；走了几步，我看见了上海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师手
册》，眼睛突然一亮，这是我心仪已久
的书，分上下两册。当时读师范没钱
买，工作后就渐渐淡忘了，想不到现
在竟然又看见了。我很激动，急切地
问女摊主：“这书多少钱一本？”“六
角。”“好，我买一套！”我把两本《中学
语文教师手册》捏得紧紧的，生怕被
别人抢走。《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厚厚
的，书中内容包罗万象：有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知识、古籍和工具书概说，
有古代作家与作品和现代作家与作
品以及外国文学，有古代典章制度和
各种文体的写作知识，还有语文教学
法……《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定价几
元钱一本，我六角钱就淘到了，真是
欣喜若狂。

门外雨淅淅沥沥下过不停，我一
个劲地看书淘书。这个旧书摊的旮
旮旯旯几乎被我翻了一遍，可是没
见到一本杂志。我心有不甘地问女
摊主：“有杂志吗？”“有！”女摊主说
着从里间拖出一纸箱旧杂志。这些
旧杂志墨迹斑斑，有的竟发了霉。
最下面一叠是微型小说杂志。我打
开目录，见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该
杂志上。当时，我没收到样刊。现
在，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
有点飘飘然。杂志散发着淡淡的
墨香。我微微眯上眼，深深地嗅
着。杂志的墨香总是那么诱人，瞬
间它的香味把我陶醉，那个香啊，
沁 人 心 脾 ，从 头 香 到 脚 ，真 过 瘾
……在旧书摊淘到发表自己作品的
杂志真是太幸运了，我一时高兴竟
多买了十本送人。

有一次，我借朋友的一套《平凡
的世界》，看完后转借给同事，同事竟

弄丢了。我想买一套新的《平凡的世
界》还给朋友，可是走遍了县城的大
街小巷也没见它的踪影。我又托师
范的同学在省城也没买到《平凡的世
界》。我向朋友道歉了几次，朋友也
无法原谅我。我们彼此的关系紧张
了起来，朋友一口咬定我藏了《平凡
的世界》，故意不还他。我哑吧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
我与朋友因公到邻县出差。我们一
道走进了一间旧书店。该书店各种
各样的图书琳琅满目。看着，看着，
我惊呼起来：“《平凡的世界》！”朋友
向我走来。我马上让店员买一套

《平凡的世界》，店员拿下《平凡的世
界》递给我，这《平凡的世界》似曾相
识，封面一处被火灼烧过。不看不
知道，一看吓一跳，它竟是朋友的，
里面盖有朋友的印章。朋友拿着这
套失而复得的《平凡的世界》，眼睛
湿润了。这次，我从该旧书店淘了
不少书。我喜欢外国文学，尤其是
外国小说。我淘到了托尔斯泰的

《忏悔录》、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
罗兰的《克利斯朵夫》，还淘到了高
尔基的《我的大学》……我收获最大
的是淘到了宋代的《明本释》、《刘给
谏文集》和清代的《柚堂文存》等十
几本古籍。

淘书最便宜的当数废品回收站
了。那天，我在镇一间小商店等人，
看见不远处的废品回收站门前散落
几本书。我走近一看，有《家庭》杂
志，有散文集，最吸引我眼球的是贾
平凹的《废都》。我问废品回收站的
老头多少钱一本书，老头说二角钱一
本。我立刻买下了《废都》。老头问
我还要不要其他书，我说当然要。老
头便带我进入仓库里。老头解开两
只蛇皮袋倒出书让我挑，这些书我全
没看过，问老头多少钱一本。老头说
他二角钱一斤收来的，四角钱一斤卖
给我。我爽快地买了老头的两蛇皮
袋书。

此后，我隔三差五就往废品回收
站淘书。久而久之，我与该站的老头
混熟了。我买书，他总是轮斤计价，
由原来的四角钱一斤降至三角钱一
斤。我每次载着几蛇皮袋书回家，心
里总是喜滋滋的。

淘 书
刘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