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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叫孤山，水
名南沟河。

山水之间，是
一座楼房，不高，
只有三层，却很整
洁、白净，立在青
山绿水间。山，因

此就显得活泛了，水，也因此变得妩媚了。
这楼，就是山阳县板岩镇石庄村村委会办公室。
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
前一夜，这儿下过一场雨，因此，空气变得格外

明亮而洁净。我们的车，在如水的沉静中停下，楼
就矗立在面前。

楼的后面就是山，玄铁一样，高高耸立着。岩
石上，长出一丛丛的青绿，如在鼻尖上一样，绿得清
新，绿得醉眼。水，就在河中静静地流淌着，不大，
却白，白得耀眼，白得清亮。

我们上楼，一级级的楼梯，还有扶手、墙壁，都
如擦拭过一样，纤尘不染。

楼窗的玻璃反射着天光，还有阳光，一片清
亮。房内，也被天光和绿色映射着，如一片浮荡着
的水。楼内，有党员活动室、会议室、资料室……一
间间的房子，都整洁、干净。

一切，都面对着青山。
一切，都在宁静中有条不紊。
听当地人言，这儿原来是一片乱石地，一片艾

蒿杂生的荒野。
当时，要建村委会，村干部又不想占用耕地，于

是，他们喊一声动手，谢家赐、谢昌建、万宗智、孟益
华、李兴旺、许先来等人就光着膀子，带着村民用铁
锹一锹一锹地挖出了一块地，用铁锨一锨一锨地铲
开了一片土。

楼房后面的石坝高高地耸立着，是他们砌的，
抬石头的杠子曾磨破了他们的肩膀，粗糙的石头曾
磨烂了他们的双手。

美丽的生活，从来不是在自然中生长出来的，
而是用汗水孕育的。走在这儿，面对眼前的一切，
你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村委会楼房的前面，是一片平坦的场地。这
儿，是村民的娱乐场所。

石庄村村委会所在地的山门并不宽，甚至还有

点儿狭窄，这个活动场所自然没有城里的大，健身
器材也没有城里那样多。但是，这儿的一切都布置
得恰到好处，让人看着眼里舒服，心里也舒服。场
地上有漫步机、肩关节太极推揉器、单杠等，老年人
早晨起来，可以择其所好锻炼身体，也可以带着小
孙子，在广场上惬意地漫步。

日子一天天过得富裕起来，晨练已不再是城
市居民的专利，乡村百姓也开始注意身体，开始
晨练。

更何况这儿的山如此秀俊，如同青绿画面。
更何况这儿的水如此洁净，白绸一般。
更何况这儿的鸟鸣、蝉声如此清亮，空气如此清新。
锻炼罢，对着天空，伸开双臂，长长吸一口空

气，内心都是洁净的，五脏六腑都是洁净的。
村委会的左边是人家、是楼房，高低错落，在早

晨的阳光下，将一种和谐、一种温馨充分地凸显出
来，人走在这儿，心里满满实实的，是一种难以言传
的幸福感。

幸福，是可以感染人的。
在这儿，我有这种感觉，而且特别清晰。
村委会办公室的右边，是一个个台阶，延伸上

去，是一个平台。平台那边，是密密的绿树，一片翠
色，一片清凉。

林中，鸟鸣声乱溅，亮得露珠一样。
台阶的外面就是横斜的栏杆。栏杆外，就是

水，被拦河坝蓄积着，一泓清亮，让人俯身见了，心
中，也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片清凉。

过河，那边也是广场。河上架着一道桥，桥面
很宽。因为宽，就将村委会前面的活动场所和河对
边的活动场所合二为一了。

这儿的人在建造这个活动场所时，是费尽了
心力的。

河的那一边，才是活动场所的主要部分。
场地的四周，是棕榈树，标直地挺立着。树

上，有牵牛花藤，如丝绒裁剪而成，也有其他藤蔓，
绿乎乎的。牵牛花是最美的，美得单纯，美得简
单，花朵的颜色也很纯净，有蓝、有红、有紫，一朵
一朵，十分密集。

这些花儿还没有全开，有的还是花骨朵，躲闪
在绿叶间，玉坠一般；有的半开，如忍俊不禁的微
笑；有的到底忍不住了，“嗤”的一声开了，如开怀大

笑的样子。在夏天，这些花儿开出一片的喜气，也
开出一片的生机。

场子是砖墁地，正中央的地方，是一道木质走
廊，一根根木质立柱上面罩着顶子，做成紫檀色的，
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感觉。在这儿行走，就如行
走在竖行文字里，有一种翰墨气韵在四周流淌着。
走廊的尽头，是一座亭子，以四柱直立，上履尖顶，
筒瓦装饰，四角高翘，如鸟之翼，展翅欲飞，很是轻
灵秀巧。亭子进入处，饰以木制的圆门，内设一桌，
四边有栏杆，辅以美人靠。

人走到这儿，如走进古诗词中。
伏在美人靠上，向四面望去，绿色和鸟鸣都直

涌而来。这一刻，犹如站在《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某
一角落里。

这样的地方，适宜养心。
如果在清闲的日子里，几个朋友相约坐在亭子

中，下上一局棋，或者拿一杯茶，坐在这儿聊天，四
周凉风习习，蝉鸣流畅，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在城中，也有这样的地方，但是，那儿人来人
往，车尘遮天，过于喧哗，过于浮躁。而这儿，则是
一片大静，一片清闲。

午饭后，朋友们都在休息时，我独自一人走出
来，悄悄地来到这儿，坐在美人靠上，闭目凝神。这
一会儿，我的耳边只有风声，只有鸟鸣，只有自然的
清静之声。清静也有声音？是的，它起源于一片洁
净的心灵。

要听到自然的清静之音，必须像我此时这样，
找一处幽雅安静的地方，没有吵闹，没有喧哗，才
可以清晰地听见。石庄村就是这样一处好地方，
能让人轻轻拂拭掉心灵的灰尘，恢复到一种纯自
然的状态。

广场的旁边，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十分平滑，
如磨刀石一般。

石庄虽是山村，在深林里，这儿的水泥路却四
通八达，穿村走户，延伸到每一户人家的门前。村
党支部书记谢家赐曾眉眼生光地介绍道，这些路
得益于百姓的艰苦劳作、整修，更得益于村里的企
业家谢家治、谢家旺等人的捐资出力，才得以最终
完成。

这些企业家，都算得上真正的游子。游子，不
只是出门在外时思乡，不只是走向他方时怀揣着乡

愁，更要有一种对故乡的感恩之心，应有一腔回报
故乡的热血。

石庄是一方灵秀的山水，山水细腻，润泽得一
方人情也十分细腻，知道感激，知道感恩，知道回馈
自己脚下的这一方土地。

广场一带的水泥路边，都用砖筑成低矮的雉堞
形，既美观，又可以挡住田土，以免其流入公路，阻
挡交通。

公 路 一 直 伸 向 山 嘴 ，那 儿 生 长 着 一 片 青 葱
的竹子。

公路边的地里，是以竹子扎成的篱笆。竹皆青
葱，做人字格。篱笆边，点着豆角，扯着长长的藤
子，椭圆的豆叶如微型的扇子，有豇豆、四季豆，也
有扁豆，都胖乎乎的，躲在叶子后面，如一个个调皮
的娃娃。

篱笆内，玉米一人多高，棵棵滴翠，棵棵青绿。
玉米棒子都很硕大、饱满，上面挂着须子。旁边是
一片菜园，西红柿如一个个小灯笼，泛着水润的光
泽。苦瓜累累坠下，绿色中透出清白水嫩，如玉石
雕琢的一样。有的苦瓜花刚开，透出轻淡的鹅黄
色，一只只蜜蜂嗡嗡地飞着，不时伏在花儿上，叫出
一片生机，一片喜气。苦瓜花之香又清又鲜，嗅在
鼻孔里，让人脑门清亮。此香，自然缥缈，犹如二胡
上滴落的音符。

菜园过去，就是人家的粉墙黛瓦，安静而闲适，
凸显出农家幸福的生活。

整 个 娱 乐 场 地 ，都 简 单 、干 净 ，地 上 没 有 一
片 纸 屑 ，更 无 树 叶 。 人 漫 步 其 中 ，是 轻 松 的 、
悠 闲 的 。

在这儿，一座楼房、一片广场、一座亭子还有一
片修竹，营造出一片世外桃源，营造出一片和谐的
乡村生活。

这，是一方政府为百姓营造的。
这，更是石庄百姓为自己营造的。
唐朝诗人王维在《桃源行》里写道：“春来遍是

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言外之意，春天来后，桃
花朵朵，可是桃花源究竟在哪儿呢，再也找不见
了。其实，桃源不在别处，就在盛世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间，就在寻常百姓的袅袅炊烟中。

在石庄，这桃源就在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上，就
在每一家的欢笑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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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米粮镇米粮小学虽然距镇安县城
60 公里，却是全县农村完全小学足球特色运动
的一张名片。自张策老师担任校足球教练以
来，班班有足球队，队员人人有足球、天天有训
练、周周有赛事，从校长到学生，人人在球场上
都可以露上一脚。对于一个农村小规模完全小
学来说，这种进步真是难能可贵。

近日，笔者带着一丝好奇，走近这所学校，
走近张策老师。

足球场成为乡村小学的一道风景

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学校操场上，师生们
已经开始了每日的足球晨练。一位因风吹日晒
而显得皮肤黝黑的年轻教练来回奔跑着，一边
吹哨子，一边大声喊叫着：“跑位！跑位！眼睛
盯球门，不要看球！”见小球员动作不到位，他随
即帅气地做个示范，中气十足地鼓励球员们：

“来，再来一次，这次一定要踢进去！”这位年轻
的足球教练，就是米粮小学的体育教师张策。

张 策 是 2017 年 到 米 粮 小 学 任 教 的 。 初
到学校，恰逢镇安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即

将开赛，而作为全县第二大镇的米粮镇却因
为缺乏专业师资竟然拼凑不出一支像样的足
球队，镇中心校临时决定让张策训练一支球
队，代表米粮镇参加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的初赛。此时，距比赛时间不足一个学期，作
为专业体育教师，张策深知足球队的组建与
训练非短期就能见效，但为了山区孩子的发
展，为了全镇学校的荣誉，他还是果断地挑起
了这个重担。

时任校长毛加林看出了小伙子的压力，拍拍
其肩膀说：“足球比赛重在参与，带咱们乡村孩子
见见世面、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比获得名次更
重要。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米粮镇第一支
小学足球队，让足球运动的根扎在学校、成长于
家乡，让我们的小足球队走出大山，奔向城市！”

对于乡村的小学生来说，足球运动似乎是
初中或城市学生的专利，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
一项高大上的运动，他们根本不曾见过，更别说
参加比赛了。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哪怕一切
从零开始，也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没有条件就创
造条件，张策自己动手在操场上安装了两个简
易的门架，用一个长铁勺、一袋生石灰画出了一
个漂亮、规范的足球场。从此，米粮小学便有了

足球训练的别样风景。
在张策老师的带领下，校园出现了足球热，

上学、放学带着足球的孩子成了米粮川最亮丽
的风景线。天气好时，孩子们在足球场上激烈
地角逐、竞技；下雨天，张策就在教室里给学生
讲解足球理论知识，组织学生观看有代表性的
足球战术视频。训练学生之余，张策还成立了
教师足球队，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学校的
老师，再由老师带领更多的孩子走进足球世
界。此后，清晨学生晨训，放学后教师晚训，班
级联赛、师生联赛在校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学生口中谈的是足球、脚下赛的是球技，全校沉
浸在足球带来的欢愉中，师生精气神足了，校园

“活泼”起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几个月后，米粮小学足球代表队轻松拿下
初赛，顺利进入决赛。在后来的几年里，米粮
镇的足球队在张策老师的带领下成为一匹黑
马，稳居镇安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前茅，米
粮镇从此扭转了青少年足球队踢不出初赛的
困局，并且成功举办了全县第六届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

让孩子们踢出属于他们的精彩

足球捷报频传，让那些最
初对踢足球有偏见、认为只有
成绩好才能成材的农村家长也
慢慢转变了看法。张策通过努
力，让家长发现成绩一般的孩
子在足球运动中感受到了成长
的快乐，学习成绩落后但球踢
得好的学生因为得到了同伴的
赞赏而变得自信了，慢慢地学
习成绩也提高了；一个个挑食
的孩子因为大负荷的运动锻炼
胃口越来越好，身体也结实了；
原本柔弱爱哭的小女生也因不
断的比赛，受挫能力增强了，变
得勇敢、阳光了……学校的足
球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和大力支持。

农村学校寄宿孩子较多，
晚饭后学生蹲在操场边围观足
球训练是常有的事。有一个穿
蓝布胶鞋的小男孩总是远远地
坐在操场的拐角看大家踢球，

孤独的小身影让人痛惜。张策曾多次鼓励这
个孩子上场，孩子都羞涩地拒绝了，但从他专
注的眼神能看出来，他是多么渴望踢足球。了
解到孩子因为妈妈离家出走、爸爸经常不回
家、爷爷奶奶无力购买球鞋的实际情况后，细
心的张策在网上买了一双球鞋和一只足球，说
是他的爸爸从外地给他寄回来的，软磨硬泡把
这个孩子拉进了晚练的队伍。

这个孩子有着不一般的体育爆发力，很
多 孩 子 难 以 掌 握 的 技 巧 ，他 几 天 就 运 用 自
如，是个踢足球的好苗子。张策经常在晚练
结 束 之 后 ，借 着 路 灯 陪 着 他 在 操 场 加 班 苦
练。几个学期下来，这个孩子的球技飞速提
高 ，赛 场 上 的 优 秀 表 现 让 他 获 得 了 县 级“ 优
秀 球 员 ”的 荣 誉 ，沉 默 寡 言 的“ 丑 小 鸭 ”一 跃
成为校园的“足球明星”。渐渐地，课堂上有
了他大胆的发言，各种领奖台上也有了他的
身影。毕业前夕，他将自己所有的奖状都送
给 了 张 策 老 师 ，并 留 下 一 句 ：“ 谢 谢 您 ，我 最
亲爱的张老师！”

如 今 ，6 个 年 头 悄 然 而 过 ，体 育 运 动
带 来 的 魅 力 ，毅 力 与 意 志 的 磨 炼 ，让
更 多 的 山 区 孩 子 从 中 受 益 。 当 张 策
从 一 个 个 淳 朴 的 乡 亲 手 中 郑 重 地
接 过 孩 子 并 将 其 带 到 训 练 场 上
时 ，他 分 明 看 到 了 家 长 与 孩 子
们 眼 中 闪 着 光 ，对 他 充 满 了
无 比 的 信 任 ，同 时 也 让 他 意
识 到 自 己 肩 上 这 份 担 子 的
沉 重 与 神 圣 。

乡村足球训练任重而道
远 ，但 年 轻 的 张 策 老 师 说 ：

“既然选择了，就无怨无悔，
不惧怕风雨和艰难，我要带着
这帮孩子，踢出属于他们自己
的精彩。”

乡村孩子，在足球场上遇见新的自己
杨建东 张鹏航

张策和他的队员张策和他的队员

张策为学生作示范张策为学生作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