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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日，北京冬奥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本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滑行比赛——男子
四人雪车比赛也正式收官。虽然这个项目听来陌生，可对于这场比赛，许多永康人期盼已
久。“00后”永康选手叶杰龙，与队友李纯键、丁嵩、史昊一道出战，完成了他的冬奥“首秀”，
最终位列第17名。至此，叶杰龙成为金华市首位登上冬奥会舞台的运动员。

永康健儿叶杰龙出战冬奥会四人雪车比赛 成绩实现突破

亲友团守着电视机在家乡为他加油

叶 杰 龙 原 是 一 名 田 径 选 手 ，于

2018 年 5 月在跨界跨项选材中脱颖而

出 ，被 输 送 到 国 家 雪 车 队 。 在 拿 下

2018 年全国雪车锦标赛双人雪车冠军

后，叶杰龙又斩获 2020 年世锦赛四人

雪车U23冠军，凭借出色表现拿到了北

京冬奥会的“入场券”。

2 月 19 日 9 时，记者来到位于江南

街道石溪村的叶杰龙家中，门口已经站

满了前来观赛的亲朋好友。屋里，叶杰

龙的父母正忙着调试频道、搬凳子。

9 时 30 分，北京冬奥会四人雪车第

一轮比赛准时开赛。当天，共有两支中

国雪车队参与角逐，其中叶杰龙所在车

队抽到27号出场。

小小的电视机前，坐满了“观众”，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比赛直播画面，

生怕错过一个镜头。“杰龙出来了”“杰

龙加油”⋯⋯27 号车队刚出场，大家一

眼就认出了叶杰龙，他站在雪车右侧，

所处位置是3号（即推车手）。这是一支

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雪车战队，而21岁

的叶杰龙是所在车队中最年轻的选手。

推车助跑、依次入车、加速滑行、巧

妙过弯⋯⋯车队以 4.97 秒的起步速度

出发，红色雪车在 1000 多米长的白色

赛道上飞速穿梭，分外亮眼。看着叶杰

龙在赛场上的拼搏身影，亲友团的心也

随之紧张起来，纷纷握拳呐喊助威。两

轮比赛过后，成绩相加，叶杰龙和队友

滑出 1 分 58 秒 86 的成绩，在 28 支队伍

中暂列第 16 位，为挺进最后一轮决赛

打下了良好基础。

家乡父老齐聚叶家呐喊助威

亲朋好友坐在电视机前为叶杰龙加油鼓劲

2 月 20 日 12 时，四人雪车最后一

轮比赛结束，叶杰龙所在车队最终成绩

为第 17 名，实现了突破，赛出了风采。

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雪车队

首次获得四人雪车项目的参赛资格，仅

取得第26名的成绩。

“叶杰龙好样的！我们为你感到骄

傲！”比赛成绩一出来，叶杰龙的启蒙教

练吕杨就竖起了大拇指。为了专注观

赛，吕杨特意早早来到了叶杰龙家，比赛

全程他激动不已，“叶杰龙所在的车队发

挥得非常好，行进、加速都很稳。能在冬

奥会赛场上看到自己的徒弟，我真的非

常自豪。冬奥之旅，是他赛途中的闪光

点，却不是他的终点，衷心祝愿杰龙以后

能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叶杰龙的父亲叶文伟看完比赛后，

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显然心情不

错。他说，叶杰龙是个懂事孝顺的孩

子，虽然赛前训练繁忙，却也经常打电

话回家报平安，发微信问候家里情况，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孩子的安全最重

要，我让他在赛场上要放轻松，尽力而

为就好，我们等着他平安归来。”

比赛结束，母亲陈佩珍则准备跟儿

子好好打个电话。为了备战冬奥会，叶

杰龙在春节时未能回家团圆，陈佩珍的

言语里透露着深深的想念。看着赛场上

那个熟悉的身影，这位细心的母亲不免

想起了儿子以往在家的点点滴滴。

“杰龙一直是个自律的好孩子，进

入国家队后，我发现他对自己的要求越

来越高。我记得他上次休假，我按照他

小时候的喜好烧了一大桌菜，他也不贪

吃。”陈佩珍向记者透露，加入雪车队

后，叶杰龙为了达到比赛体重标准，即

使在家也会严格进行每日的体能训练，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发自内心为

他高兴。等他回家，我们一家人再补上

一顿团圆饭为他庆祝。”

自从叶杰龙加入国家雪车队后，全

家人都开始学习雪车知识，姐夫胡晓浪

更是成了不折不扣的“雪车迷”，观赛全

程，他自发当起了现场赛况解说员。对

于取得这个名次，他表示未来可期：“杰

龙到现在只训练了 4 年，从分站赛到奥

运会比赛取得的成绩来看，还是比较理

想的。他还年轻，只要他坚持不懈地努

力，就有机会征战下一届冬奥会，为国

争光！”

融媒记者 马忆玲

一家人等着他吃顿团圆饭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敏）“我

的包里除了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

行卡等各种证件。幸亏好心人捡

到，帮我交给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不

然光补办证件，就已经很麻烦。”2 月

15 日，我市退役军人吕洪福希望通

过本报，感谢这位捡到包却不知名

的好心人。

吕洪福今年 65 岁，住在城区永

拖路附近。“说来也巧，平时我都很少

带包，当天刚好要出门办事，要带的

资料比较多，所以用一只印有‘永康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字样的布包装

着出门了，没想到这只包还帮了大

忙。”吕洪福说。

当日，吕洪福骑着电动车出门

时，他的包和平日戴的帽子就挂在

电动车把手上。11 时 20 分许，他办

好 事 情 后 ，还 去 了 一 趟 乡 下 老 家

——芝英镇前山杨村，到菜地里采

摘了一些蔬菜。吕洪福沿着东永一

线、经济开发区铁岭路、香樟东大道

一路开回了城区的家里。一路上，

他并没有发现东西掉落，一直到家

后才发现包不见了，就连忙让儿子

开车原路返回寻找。

“那天，我包里放了 2000 多元现

金，准备包红包给即将回学校的孙

女，没想到居然掉了都没察觉。”吕洪

福说。很快，他们在原路返回的途中

找到掉落的帽子，但包依然没有找

到，于是赶紧报警求助。在警方的指

引下，吕洪福父子就近到经济开发区

派出所，准备通过调取监控寻找包的

线索。

13 时 40 分许，吕洪福父子正在

查监控，先后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

来自东城派出所，另一个则是市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打来的。

原来，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见

到了吕洪福的包，看到包上印着“永

康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的字样，猜

想失主可能是一位退役军人，就直

接将捡到的包交到了附近的市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打

开包检查后，发现只有现金和相关

证件、银行卡，没有联系方式。因为

担心失主着急，工作人员马上联系

了东城派出所。民警专门过来将包

带回所里，并通过身份证件找到吕

洪福的联系电话，赶紧通知他前来

认领。

“我们看到包上的字样后，也不

能百分百确定失主就是退役军人。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通过退役

军人信息采集系统进行了查询，最

终核实到失主是退役军人，便第一

时间联系，通知他去东城派出所领

取。”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王

志安说。

在爱心接力下，吕洪福从发现丢

包到找回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不过由于事发突然，他至今没有找到

捡包的好心人。他表示，世上还是好

人多，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退役军人回家路上
不慎遗失布包

一场爱心接力
完璧归赵

叶杰龙与队友们在比赛现场 资料图片

“阿勇！最近忙吗？我想拜托你帮

我孙子介绍个姑娘！”近日，石柱镇郎

村的张金书走进该村知名“月老”王正

勇家。35 年前，王正勇通过一部手机当

起了媒人，截至目前，已经帮助 20 多对

单身男女成功牵手。

听到有人叫喊，一位慈眉善目的妇

女探出身，她是王正勇的妻子章香闺。

这会儿，她正在屋里帮丈夫擦脸、翻身、

揉腿。

1986年，王正勇在帮他人建房抬水

泥板时，不慎从高处跌落，以致颈椎4至

5 节断裂而导致高位截瘫。王正勇说，

当时情况危急，他先后在金华中心医院、

丽水中心医院抢救了 4 个多月，医生甚

至建议放弃治疗，是妻子的坚持让他撑

了下来。也正因此，重获新生的王正勇

没有沉湎在消极情绪中，而是迅速振作起

来，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翻开王正勇的手机，备忘录里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上百名单身男女的资料。

据说，他每月花在说媒上的话费就有好

几百元。怎么就突然做起了“月老”？这

要从一桩往事说起。前年，一位70多岁

的老人找到王正勇，请他帮忙给自己儿子

做媒。“当时，那小伙已经44岁，却一直不

肯结婚，也不愿交流。可怜天下父母心

啊！”王正勇回忆道，经过自己的一次次劝

说，这位小伙放下戒备，试着处起对象。

后来，王正勇又注意到村里好多老

人都在为孩子的婚事发愁，于是，他决定

发挥余热，无偿帮助相亲难的年轻人牵

线搭桥。

“我们给他送礼道谢，他从来不收，

还非要让妻子给我们送回去。他们夫妻

俩真是好人！”郎村村民沈绍贞感慨王正

勇的热心肠。“年轻人不愿意在电话里

谈，他就让我用双轮车把他拉到对方家

里去当面劝说。”章香闺说。

一晃35年过去，王正勇就在床上当

了 35 年的“月老”。他家成了小有名气

的“婚介所”，上门来找他帮忙的人也越

来越多，从同村到邻村，再到城区。

在做媒时，他们夫妻的经历也被不

断提起，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章香

闺 35 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王

正勇，用孱弱的身躯撑起这个家，曾被

评为我市道德模范。

“正是因为妻子的鼓励支持，我才

有精力为大家做媒。”王正勇说，他做这

件事不为别的，就是觉得即便躺在床

上，也要为村邻、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

融媒记者 马忆玲

卧床35年促成20多对夫妻
这位身残志坚的“月老”用不同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