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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进阳 文/图

他不是教师，却每天到校园上课；
他不是教练，却每天带队训练。他是我
市一位普通工人。凭着对排球运动的
热爱，17年来，他坚守梦想，无私奉献，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排球运动员。他就
是周劲松。

青运会两弟子助省队夺亚军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第一届青年运
动会U17女子排球比赛中，河南女排夺
得亚军。场上两名主力队员张梓涵、李
培佳是我市人，而这两名排球新秀正是
周劲松手把手带出来的学生。大赛结
束，她们放了短假回家休息。

11月 1日中午，师徒三人约定在开
源路一家餐馆小聚，记者有幸作陪。那
天，周劲松很高兴，特意拿出自己珍藏
的白酒。张梓涵、李培佳在父母的陪同
下参加了聚会。

周劲松点了队员爱吃的甜点，还亲
手将菜夹给学生。席间喝酒的也就周
劲松一个人，两名队员和队员家长不时
给他敬酒，他毫不推辞，一杯接一杯
饮。他说：“平时基本不喝酒，今天高
兴，放开了喝。”周劲松一边喝酒一边
聊，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李培佳今年17岁，张梓涵比她小一
岁，俩姑娘个头都有一米八多。她们俩
话不多，但能够看得出对周劲松这位启
蒙排球老师十分尊重。俩姑娘的家长
侃侃而谈：“感谢周老师对孩子的栽培，
没有周老师的努力，不可能有今天的成
绩，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周老师。”

听着舒心的话语，周劲松端起酒杯
再次一饮而尽。当天的酒对周劲松来
说是甜的，是幸福的，然而这样的甜、这
样的幸福背后却是17年的辛苦坚守。

受触动决定为排球做点儿事

周劲松今年48岁，是我市平煤神马
集团帘子布厂的一名工人。1982年，15
岁的他进入市体育运动学校上学。当
时他选择的专业是排球项目。殊不知
这样的一次选择，使他的人生与排球永
远联系在了一起。

在体校三年，周劲松很努力。没定
专业前，他练排球，后来他喜欢上了这
项运动。由于勤奋好学，他毕业时本可
以上武汉大学体育专业，但当时有一个
不错的就业机会，最后还是听从父母安
排到帘子布厂当了工人。

虽然周劲松选择了就业，但他并没
有把排球丢下。当时他所在的企业打排
球风气很浓，每年都有市级、省级职工比
赛，周劲松多次带领单位的排球队取得
好成绩。工作之余，周劲松仍不断学习
排球理论知识。1996年，周劲松顺利拿
到了国家一级裁判员资格证，之后便经
常被委派外出执法各类排球比赛。

1997年，周劲松参与执法河南省青
少年排球锦标赛时，发现全省仅有5个
地市代表队参赛。他说：“我市排球队
在 1986年左右就停了，之后便出现了
断档。没想到 10来年的时间，咱省好
多地市都停了排球项目。当时这件事
对我触动很大，这么好的运动项目，怎
么会停止发展了？”周劲松最初也就是
自己喜欢参与玩玩，那次发现让他的
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经过一番思
考，他下决心要为排球运动做点什么。

当时他向市体育局有关领导说明
了自己的想法。虽然领导表示大力支
持，但之后并没有具体安排。1998年，
周劲松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业余时间
在原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子弟学校开始
了他的带训历程。

为梦想已坚守十七年

周劲松在原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子
弟学校带了三年排球训练。2001年，他
又和原市六中商定，利用学校场地无偿

周劲松：坚守排球梦 甘当引路人
带学生训练。自此，周劲松在市六中扎
了根，一直无偿带训至今。

11月3日下午5点30分，记者来到
市三六联校西校区（原市六中）。学生们
还未下课，一会儿周劲松骑着自行车也
到了。他把自行车停好，拿出一个食品
袋，对记者说：“我买的神马肉盒，热着
哩，你也来一个吧。”

参加排球训练的学生趁着放学后的
一段时间练一会儿，周劲松说：“现在天
短，练不了多大一会儿天就黑了。如果
有个排球馆该有多好。”

这里的排球场地条件不错，周围还
用网围了起来，不至于总是跑很远捡
球。周劲松说：“这些年还好，学校领导
重视，以前都是土场地，孩子们练球很艰
苦。”

放学了，队员们陆续抵达球场，训练
开始了。准备活动之后，周劲松开始和
队员进行打防训练，他一边打着球一边
提醒队员们注意垫球动作要领。

不到1个小时，天就黑了下来。周
劲松说：“每天下班慌着赶过来，没咋练
天就黑了。外校的队员这个季节根本过
不来，没走到地儿天就黑了，要是有球馆
就好了。”周劲松再次提到了球馆，可以
看出他是多么希望能将训练搬进球馆
里。

跟随周劲松学习排球的队员大部分
是三六联校的学生，有的是体育特长生，
为了考大学而练，有的是为培养爱好而
练，真正有发展潜力的好苗子不多。他
说，这些年来为了寻找排球苗子，他跑遍
了全市每个小学、中学，在和一些学生家
长沟通时，没少吃闭门羹。“学这有啥前
途？”“你能不能保证俺家孩子将来能上
大学？”“能上市重点高中就跟你练。”每
当听到这些话时，周劲松感到无奈又委
屈，不过他已经习惯了。他说：“没办法，
我也理解家长，看重文化课学习，没什么
错，只是为错过一个好苗子而可惜。”

17年来，他一直坚持无偿带训排球，
只要有学生愿意学，他就乐意教，教过的
队员数百人。每当看到队员们一点一滴
地成长，比赛拿到好成绩，他就会感到很
欣慰。

最大的收获是徒弟出成绩

2015 年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U17女子排球决赛10月 23日在福建举
行。周劲松自己坐火车赶了过去，因
为参加决赛的河南队中，两名主力队
员张梓涵、李培佳是他带过的学生。
虽然那场决赛河南队未能取得胜利，
但能在现场看到自己的学生打球，周
劲松特别高兴。

在从事排球训练的17年间，周劲松
取得了很多荣誉。省九运会至省十二
运会，每届他都带队参赛，为我市代表
团争金夺银。他曾向八一队女排输送
一名队员，向省女子排球队输送5名队
员，其中张梓涵和李培佳是 2012 年被
同时输送到省队的，目前在二线队打
主力。周劲松说：“能看到自己的队员
走出去，取得成绩，这是我最大的收
获。”

其实这些年周劲松也曾放弃过。
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普通工薪家庭，
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没什么，只是每次
带队出去打比赛都要自己掏钱。妻子
虽然支持他干这事，但难免有些不乐
意。另外，也曾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
讽。周劲松说：“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不过后来不少人的大力支持又让我坚
定了信念。“2009年，市体育局领导了
解我的情况后，主动报销外出打比赛
的一切费用。省女子排球队教练员经
常鼓励我，并不时送来训练器材。曾
经教过的学生趁放假回来主动帮忙带
新人训练。”

周劲松说，其实之所以坚持多年
干这件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喜
欢，有排球情结。“当然，我也有梦想，就
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站在更高的领奖
台上。”

周劲松（中）与张梓涵（右）、李培佳在中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上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