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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日
前，巴黎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
陆续发布，常州共有9名运动员
入选。他们分别是：女子射箭运
动员杨晓蕾，女子橄榄球运动员
陈可怡，女子曲棍球运动员张
影、范云霞，省市联办队伍女子
排球运动员刁琳宇、龚翔宇、张
常宁、吴梦洁，以及男子跳高运
动员王振。

杨晓蕾是土生土长的常州
人。2012年，她被选入常州射
箭队。今年6月，她在土耳其举
办的巴黎奥运会射箭项目资格
赛女子团体比赛中，与队友李佳
蔓、安琦轩在决赛中击败马来西
亚队夺冠，同时获得了女子团体
奥运资格。

2019年，陈可怡由常州市

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引进并输送
至江苏省橄榄球队。2021年东
京奥运会，陈可怡代表中国队
出征，与队友们一起取得了第
七名的佳绩。上个月，陈可怡
帮助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七人
制橄榄球落选赛中全胜夺冠，
斩获最后一张巴黎奥运会门
票。

张影和范云霞均为江苏省
曲棍球队队员。江苏女子曲棍
球队是常州市武进区承办的省
市区联办队伍，落户常州已达
20年，为国家队输送了包括张
影、罗甜甜、顾阳艳、李新欢等
10余名队员。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女
排由13人组成。张常宁和龚翔
宇都是老将，连续三届参加奥运

会，并随队斩获2016年里约奥
运会冠军。刁琳宇作为这些年
来江苏女排的主力二传，如今终
于圆了奥运梦。“00后”吴梦洁
是中国女排新生代的佼佼者，此
番也将为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
带来强有力的补充。

王振是江苏省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与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
学校省市联办共建的运动员，
2021年代表江苏队参加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获田径男子跳高
项目金牌。今年3月，他在全国
室内田径大奖赛（第 2 站）跳高
比赛中获得冠军。

据悉，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
26日至8月11日举办，部分项
目的比赛于 7 月 24 日率先开
赛。

9名常州健儿出征巴黎奥运会

本报讯（郏燕波 管倩）
7日上午，常州青年作家作品
系列研讨暨天目湖扬子江文
学驿站笔会——黄郁中短篇
小说研讨会在溧阳召开。

市文联、市作协一直致力
于培养、扶持青年作家，在省作
协的关心支持下，创设了“常州
青年作家论坛”。去年12月，
省作协在天目湖设立了“扬子
江文学驿站”，进一步推动省、

市、县文学创作三级联动。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钟

山》《雨花》《作家》《北京文
学》《文学报》等文学期刊的
编辑，以及常州本地的实力
作家研讨交流。

作为溧阳小说创作的代
表，黄郁坚持用文字丈量脚
下土地，关注大时代背景下
的个体命运，作品有生命力
和力量感。

黄郁中短篇小说研讨会召开

近日，金坛区直溪镇敬老
院召开集体生日会，迎来一群7
月过生日的小学生，与老人同
乐。

爱心人士秦雪琴一直热心
公益事业，她了解到直溪镇敬老
院自今年起，每季度为在院老人
过集体生日，便与女儿谭佳芸商
量，十周岁生日到敬老院里陪老
人们一起过。该提议得到了女
儿的赞同。通过直溪社区妇联
和儿童“关爱之家”，当天还邀请
了5名同在7月过生日的社区小

伙伴。在四世同堂社工志愿者
的精心组织下，孩子们陪着老人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杨成武 张婷 图文报道

老少同庆生

■本报记者 董逸
本报通讯员 周喆君 图文报道

走进陈荣的家中，仿佛走进
了“武侠世界”：电视剧里才能见
到的石锁、铁砂，是他用来练力量
的道具；武侠小说里才提到的“独
门武器”，在他家里就赫然摆放。

“盘龙棍、鸡爪镰，都是我们卢氏
心意拳特有的兵器。”今年68岁
的陈荣，身着一身练功服，面色红
润、身体健壮、声音洪亮。

卢氏心意拳，起源于河南心
意六合拳，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
拳法以鹰、熊两仪成拳，基本内容
分为八个大杂拳和七十二小手。

出生于1956年的陈荣，从小
就是个“武痴”。小时候跟着哥哥

练少林拳基本功，后来到红梅公
园、人民公园跟各种年轻人“比
武”。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少
林寺》等功夫电影的热映，他更是
一头扎进了练武热潮中。“说起我
的师爷卢嵩高，那可真是‘一代宗
师’。卢氏心意拳，就是以他的姓
氏命名的。”

经多方打听，陈荣了解到江
阴有卢嵩高的亲传徒弟，名为周
永福，他便和几个同龄人一起前
去拜师。“当年，学武拜师有一定
的门槛，经过了半年考察，我才
从学生转变为徒弟。”陈荣回忆，
当时从常州到江阴，骑自行车要
两个半小时。他经常是下午 2
时下了班以后再赶往师父家。
要是遇上轮休，晚上就住在师父
家。一个星期去两次、每次练上
三四个小时，从不间断。如今，

陈荣是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第二
代传人。

卢氏心意拳，有个突出的特
点，就是单招单式多，往往一个动
作就要反复练上一个小时。“要把
这套拳学会并不难，只需要不到
一年的时间，但要真正‘出功夫’，
就需要长此以往的练习。”如今，
陈荣依旧每天上午坚持到红梅公
园打拳，下午和晚上的空闲时间，
就在家里练器械、练静功、桩功。
坚持了这么多年，他的家人对此
一直很支持。

习武数十载，陈荣的关门弟
子也有了三四十个，教过的学生
有数百名，每天在红梅公园，还有
一群人跟着他一起练。红梅街道
聚博花园社区了解到有这么一位

“能人”，询问是否愿意在社区开
个免费教学班。陈荣立马答应了
下来，从5月18号开班到现在，
已经成功举办了5期。

“为什么有的人练武会气喘
吁吁，甚至还会伤筋动骨？其实
是因为练的方式不对。”在上课的
过程中，陈荣会结合理论与实际，
要求学员们先“动”起来，再深入
浅出地讲解动作。部分学员在上
完课后还意犹未尽，下了课还在
教室里继续练习。陈荣欣慰地表
示，“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红梅公园
来找我一起练，然后到课堂上再
进行巩固。”

“武林高手”在社区，公益班里练武忙

■本报记者 庄奕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9日晚上 8时 30分，新
北区道乡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的活动室里十分热闹。
社区有缘舞蹈队的队长邹
祥琴和10多名队员正忙着
排练。在《上春山》悠扬婉
转的旋律里，她们身穿黑色
舞服，手拿团扇，不时伸臂、
踢腿、转圈，步伐轻盈、动作
舒展，实在看不出平均年龄
已超过60岁。

今年 7月底，有缘舞蹈
队将和新北区新桥镇的其他
社区舞蹈队同场竞技。为了
备战比赛，从周一到周四，每
晚7时，队员们就会准时集
合，一跳就是近两个小时，满
头都是汗。68岁的万小玉对
记者说：“邹队要求我们每一
个动作都要不折不扣地完
成。如果我们排练不认真，
邹队就会板脸，要求我们星
期六加练。”

让队员们又爱又怕的邹
祥琴，是社区有名的热心肠，
退休后，她就自告奋勇地担
任新龙花苑 45 幢的楼栋
长。邹祥琴年轻时就能歌善
舞，获得了国家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指导
项目为秧歌。“我就想利用自
己的专长，组建一支舞蹈队，

教退休居民们跳跳舞，丰富
她们的生活。”

在社区的支持下，4年
前，“有缘舞蹈队”成立，从此
道乡社区里的舞蹈爱好者，
就有了自己的“家”。“大家这
么信任我，我就下定决心要
干好这个‘事业’。”邹祥琴
说，她一遍遍地看电视节目、
看各种舞蹈网站的视频，照
着视频一点一点“抠”动作。
在家里反复练习后，再改编
成适合中老年人跳的古典
舞、民族舞、旗袍走秀等。完
成创作后，她就带着队员们
一遍遍地排练。“队友们都很
配合，不管我是要加大力度
排练，还是突发奇想要换动
作，她们都二话不说地支
持。我和她们都只有一个想
法，就是站在舞台上，要展现
最好的舞姿。这既为社区争
取荣誉，也是展示自己的风
采。我们虽然退休了，但心
还没老！”

舞蹈队成立4年来，邹
祥琴带领队员们多次参加新
北区的各种老年人舞蹈比
赛。从选曲、编舞、编队形到
选服装、选人、练习，邹祥琴
样样都得操心，有时半夜灵
感迸发，就从床上爬起来，打
开笔记本画队形。大家的努
力也有了回报，比赛均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更令大家充
满动力的是，队员们或多或
少都有血压高、血脂高、脂肪
肝等各种老年病，跳舞大半
年后，体检报告上，异常指标
明显减少了。

如今，每周4次、每次近
2小时的舞蹈训练，已经成了
邹祥琴和有缘舞蹈队队员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邹祥琴说，她要带领更多的
居民一起舞起来、乐起来、健
康起来，“舞”出退休后的幸
福新生活。

这个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要带居民“舞”出幸福新生活

陈荣（左1）在指导社区学员们进行招式学习

邹祥琴（左一）指导队员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