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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故事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美国
篮球超级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这句响彻世界篮坛的励
志名言，不仅是科比对篮球日复一日的热
爱与坚持的注脚，更是他凭借长久磨砺最
终登上传奇巅峰的生动写照，成为无数追
梦者的座右铭。对于曾国桉来说，这句话
是他在篮球路上披荆斩棘时最好的精神

“良药”。

◆◆ 热爱在篮球场上生长 ◆◆
在陈旧的篮球场外，夕阳的余晖洒在

一个瘦高少年的身上。他注视着水泥篮
球场上的每一次传球、跑动、投篮，场上每
一个挥汗如雨的奔跑者都令他羡慕。那
一个个优美的上篮、精准的投篮动作让他
如痴如醉。一颗热爱篮球的种子已悄然
扎根于他幼小的心里——他就是昭通男
篮五号曾国桉。

这是20年前的画面。
1991 年，曾国桉出生于大关县天星

镇。当时，天星镇有一群酷爱打篮球的
人，他们经常去学校打球。每天，曾国桉
一放学就去看他们打球。小学五年级时，
他爱上了这项运动。当时，篮球可是稀罕
物。有一天，一个同学买了一个篮球，这
对曾国桉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于是，他
经常约这个同学一起玩，甚至请对方喝饮
料，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打篮球。

上了初中，曾国桉已经熟练掌握运
球、投篮技巧了，篮球天赋逐渐凸显。当
曾国桉在学校逐渐有了追随者后，他对篮
球的热爱已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那时候，我每天早早起床，打一场篮
球才去上早自习，有篮球陪伴是一件非常
快乐的事。”曾国桉回忆道。

曾国桉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靠做点
小生意养家糊口。起初，当他提出要走打
篮球这条路时，父母并没有同意。因为父
母知道，这条路不仅充满艰辛，而且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还看不到明确的希望。每
当夜深人静，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心中
满是失落，但他从未放弃过梦想——因为
他知道，唯有篮球，才能让他忘记生活的
艰辛，找到前进的动力。初三时，他迎来
了人生中第一场正式比赛，也正是这一场
比赛，让他对自己的篮球梦产生了质疑。

那是大关县举办的一场县级比赛，参

加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县各乡镇
的篮球爱好者。开赛前一天晚
上，曾国桉无比兴奋，彻夜难
眠。第二天，随着裁判的哨声响
起，曾国桉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
球场。可急于证明自己的他，开
场便被对手打蒙了。

“整场比赛中，我的大脑始终一
片空白。”曾国桉说。首场比赛失利后，队
员们抱头痛哭。倔强的曾国桉在擦干眼
泪的那一刻明白了一个道理：仅靠热爱是
不够的，没有强大的实力，只能沦为失败
者。于是，他下定决心提升球技，希望通
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有一天能成为像科比
一样高举双手的胜利者。

◆◆ 梦想启航 随着列车去远方 ◆◆
2006 年，15 岁的曾国桉在父母的支

持下，踏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梦想正式
启航。进入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后，曾国桉发现，身高不到 1.8米的他在那
一批篮球专业的学生中是最矮的。入学
前，学校进行了专项选拔。曾国桉顺利地
通过了体能测试和篮球基本功考核，如愿
以偿地进入该学院篮球专业学习。安顿
好后，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让曾国桉永生
难忘。

“当时，父亲转身离开时，我突然发现
他的背没有以前挺拔了。看着父亲逐渐
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那一
刻，曾国桉虽已泪流满面，却仍然努力克
制着情绪。他说，不能让父亲听见自己的
哭声，更不能让父亲看见自己的脆弱。人
的成长往往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瞬间。第
一次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儿时的伙伴，
那一刻，年少的曾国桉似乎突然懂事了。
在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的5年时光
里，除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体能训练，更多
的是枯燥的篮球基本功练习。在后来的
日子里，每当坚持不下去或是遭遇挫折
时，曾国桉就会想起父亲的背影，那是他
克服困难、自我激励的最强精神力量。

参加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
直是曾国桉的梦想，也是他在篮球之路上
的重要目标。

在云南，只有进入云南师范大学校队
才有机会参加 CUBA。天道酬勤，2013
年，云南师范大学公开选拔优秀运动员，22

岁的曾国桉如愿入选。刚进入云师大校
队时，曾国桉深感自己的技术仍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当时，家庭条件优越的队友都
在私人教练的指导下提升球技，但曾国桉
因经济条件限制没有这样的资源，只能独
自苦练。每当坚持不下去时，父亲的背影
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不断前行
的动力。

“看到父亲离开时的背影，我才读懂
中学语文课本上朱自清写的《背影》。父
爱如山，深沉、无私，激励我勇往直前。”曾
国桉说。

经过长期的磨合与拼搏，曾国桉逐渐
在云师大校队中站稳脚跟，成为主力控
卫。正当他意气风发、摩拳擦掌准备迎接
更多挑战时，他却在一场对阵武汉理工大
学的激烈比赛中意外受伤。作为正值巅
峰的运动员，最怕的便是伤病。此后的比
赛，曾国桉只能在场边为队友加油鼓劲。

◆◆“身披昭通战袍 我很骄傲”◆◆
回想起自己参加过的不计其数的比

赛，曾国桉心里最骄傲的，就是每次身披
家乡战袍、叱咤赛场后站上领奖台的那
一刻。

2024年 3月，云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总

决赛在丽江开赛，这是全省近年来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篮球盛会之一。在全省 16
个州（市）参赛球队中，昭通代表队因身高
劣势等原因，从一开始就未被看好。由

“画圆战术”创始人李晓波率领，曾国桉、
肖世东、李章帅等昭通篮坛主力队员组成
的昭通代表队，最终一路过关斩将，闯入
总决赛。在万人瞩目的总决赛中，昭通队
对阵全省传统强队红河队。总决赛全程
直播，昭通球迷隔着屏幕热血沸腾地为昭
通队加油助威。四节战罢，昭通队凭借速
度快、投篮准、打法灵活多变的优势，以
108:88的比分战胜红河队，夺得冠军。当
曾国桉和队友们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那一
刻，“昭通”二字在聚光灯下散发出耀眼的
光芒。

“太激动了！咱们昭通队以弱胜强，
一路拼搏至决赛，最终夺冠，这不仅提振
了全市球迷的士气，更为昭通争得了荣
誉！”昭通球迷李选纪说。

2025 年 1 月，昭通“苹果杯”2025 新
年篮球邀请赛在昭阳区开赛。本次比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 7 个省的 8 支球队参赛，
在历时 5 天的赛程中，以曾国桉为首的
昭通苹果队再次上演以弱胜强的精彩好
戏。在家乡父老的呐喊助威声中，昭通
苹果队斗智斗勇、顽强拼搏，一路过关斩

将，不负众望，最终成功夺冠，再次点燃了
昭通球迷的热情。本次赛事通过线上直
播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显著提升了昭通
的知名度。比赛中，曾国桉和队友曾云朝
分别获得“三分王”和“MVP”（最有价值球
员）称号。

“代表家乡夺冠，是我所有冠军中分
量最重的；为家乡作贡献，是每一个昭通
人应有的担当。”赛后，一向淡定从容的曾
国桉难掩激动地说。

回想近 20 年的篮球生涯，还有一件
事让曾国桉永生难忘。2010 年，19 岁的
他在昆明耐克篮球联赛中夺冠，有幸获得
参与广州科比·布莱恩特中国行活动的机
会。在互动环节与偶像握手的那一刻，一
股力量涌上全身。这次短暂而珍贵的交
流，成为激励他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
大动力。

2021 年，曾国桉回到昭通，创办了自
己的篮球家园——1891篮球俱乐部。

“1891 年是篮球的起源年，我想把自
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心怀篮
球梦想的孩子。”他说，“通过系统的专业
训练和丰富的赛事体验，我希望从1891俱
乐部走出去的孩子，不仅能拥有健康的体
魄和精湛的球技，更能成为心中有爱、眼
里有光、敢于追梦的人。”

“现在黑颈鹤都飞走了，感觉冷冷清
清的。”

在昭阳区大山包镇车路村殷家碑海
子湿地，春风掠过空旷的草甸，带走了黑
颈鹤振翅的风姿，却带不走70岁村民陈大
财对黑颈鹤的牵挂。

2024年冬天，2200余只黑颈鹤飞抵云
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
其中有 300多只夜宿在殷家碑海子湿地，
这一数量正是陈大财每天清晨徒步4公里
到殷家碑海子湿地清点、记录后报给云南
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以下简称“管护局”）的。

随着天气转暖，这些黑颈鹤在2025年
4 月初就已经大规模集结并开始北迁；为
补充能量和体力而留下的 6只幼鹤也于 4
月中下旬飞走了，这让陈大财心中的不舍
又增添了几分。

护鹤三十载 初心不改

“早上6点多我就起床，然后步行到殷
家碑海子湿地清点鹤的数量。这时候的
数据最准确，因为它们都还站在水里‘睡
觉’呢，一旦起飞就很难数清楚了。”

陈大财拿出几个笔记本，泛黄的纸张
上记录着他护鹤 30年的故事。他摩挲着
已经翻得发毛的笔记本，往事如掠过湿地
的鹤群般，在心田里掀起一阵涟漪。

殷家碑海子湿地紧邻车路村，自20世
纪90年代起，该村勒力寨村民陈大财便开
始守护来此过冬的黑颈鹤。每到大雪封
山，他总会不顾老伴邵良美的埋怨和当地
群众的不解，背着家里煮的土豆，深一脚
浅一脚地在雪地里给鹤群投食。那时，他
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报酬、仅凭一腔热忱护
鹤的普通农民。

2003年，云南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
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大财被管
护局正式聘为护鹤员，从此“名正言顺”地
担起了守护殷家碑海子湿地黑颈鹤的责
任。也是从那时候起，殷家碑海子湿地的
黑颈鹤吃上了由管护局统一发放的“口
粮”——玉米粒。

“玉米粒都是管护局统一发放的，我
每隔一天就背 20斤去湿地给鹤群投食。”
陈大财说道。

说起陈大财投食的场景，摄影爱好者
丁世新感慨颇深：“我曾目睹他背着玉米
粒去投食。哨声一响，那些昂首踱步的黑
颈鹤立马齐刷刷地排成一列，朝他缓步走
来，那场面太震撼了。”

挖水库 建鸟类新家园

殷家碑海子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湿地，
位于昭阳区大山包镇车路村与鲁甸县新
街镇转山包村之间，常年水流不断。

2006年，为了给这群每年冬天都来此
越冬的“高原精灵”提供更好的夜宿地，陈
大财抡起铁锨，在湿地的低洼处挖取海
垡，形成一个明镜般的小水塘。他疏通涓
涓细流，并将其引入水塘。随着积水增
多，黑颈鹤的数量越来越多，管护局便出
资加高加固了水塘的堤坝，使之变成一个
小水库。水库建成后，周围绿草茵茵、繁
花似锦，这里渐渐成了摄影爱好者和游客
的打卡地。

“夏天，拨开野花便能看到清澈的溪
水；秋天，辣子草红成一片，映在水里非常
漂亮，简直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经常到
此摄影的丁世新说。

水库建起来后，虽然环境更加美丽，
但陈大财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鹤群
夜宿却不日游。经过反复观察，他终于知
道了真相——“水至清则无鱼”，而小鱼小
虾正是黑颈鹤喜爱的食物。于是，陈大财
萌生了向水库投放鱼苗的想法。他对老
伴和儿女们说，投放鱼苗到水库里，不仅
能给黑颈鹤补充营养，逢年过节还可以钓
几条鱼改善一家人的生活。2009年，在家

人的支持下，他自费购买了 300多斤鱼苗
投放到水库。其实，这些鱼苗繁殖长大
后，都成了黑颈鹤的“口粮”。

或许是因为水库周围环境优美，或许
是因为水库里有了美味的鱼虾，2011 年，
陈大财惊喜地发现，在殷家碑海子湿地，
不仅黑颈鹤越来越多，还出现了黄鸭、绿
头鸭、小石鸭、斑头雁等珍稀野生动物。

爱鹤如亲 守护永不变

2013年除夕，陈大财接到一个求助电
话：一只幼鹤落在一户村民家的院子里，
奄奄一息。接到电话后，陈大财立即吩咐
儿子陈光虎放下手中的活计，火速前往。

“当时，村民要求我们拿着鞭炮和红
布去迎鹤。这是当地的风俗——大年三
十要挂点红才吉利。”好在之前家里办过
喜事，这些东西都有。陈光虎拿着红布和
鞭炮，匆匆赶去村民家将伤鹤抱了回来。

陈光虎回忆说：“我们把黑颈鹤抱回
来后，发现它有些拉肚子，联系管护局工
作人员后，我们就给它喂了感冒药，照顾
了一个多星期，才送到殷家碑海子湿地
放飞。”

管护局工作人员赵子蛟说：“我们每
年都会接到黑颈鹤腿部受伤、翅膀受伤等
报告，在一线救护受伤的黑颈鹤是陈大财
和他的家人经常做的事。村民发现伤鹤
会联系陈大财，陈大财便及时汇报给我
们，我们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处理。在救护
黑颈鹤这件事上，陈大财一直尽心尽力。”

护鹤也护草山湿地

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2014 年，
管护局在实施生态效益补偿项目时，需要
一名湿地管护员。陈大财主动请缨，挑起
了殷家碑海子湿地管护员的担子——因
为在任护鹤员期间，保护湿地也是他一直
在做的事。从此，陈大财的任务从保护黑
颈鹤拓展到保护整个湿地：冬春季节，负
责数鹤、护鹤、投食；夏秋季节，劝导游客
文明旅游，守护生态环境。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的认同，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声名远播，前来游玩的游客络
绎不绝。“前年来了三四百辆车，殷家碑海
子湿地周围都停满了。”陈大财说。

盛夏的殷家碑海子湿地绿草如茵、游
人如织。陈大财化身移动的“警戒线”，时
刻守护着黑颈鹤挚爱的草山湿地。

转山包村委会宣传员周国礼说：“陈
大财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水库边一旦
出现白色垃圾，他就及时联系我们；当我
们请他协助管理时，若看到水库边游客较
多，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护鹤人接力保护生态

2015年，60岁的陈大财到了“退休”年
龄，考虑到他的健康和安全，管护局不再
继续聘请他为护鹤员，他便将护鹤接力棒
交给了儿子陈光虎和儿媳高朝花。但当
第一场冬雪降临，人们仍然看见老人在湿
地边蹒跚巡查。

“虽说护鹤任务交给了年轻人，但我
心里还惦记着它们，还是会和儿女们一起
管护它们。”陈大财说，“现在黑颈鹤乖多
了，看到我从公路上下来，它们就会迎着
我小跑过来。”

说起与黑颈鹤相处的时光，陈大财笑
起来的皱纹里漾着柔情，像是在谈论自己
优秀的孩子，眼神里满是骄傲与幸福。

提起陈大财，丁世新、赵子蛟和周国
礼都说：“老陈负责得很。”

丁世新说：“在老陈的影响带动下，不
论风吹日晒还是天寒地冻，他们一家人都
会克服困难，把玉米粒背到殷家碑海子湿
地投喂黑颈鹤，确保黑颈鹤能在这里安全
过冬。久而久之，游客也受到感染，如果
看到破坏湿地、惊扰黑颈鹤等不文明行
为，一些游客就会上前劝导。”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还要教育引导更
多人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陈大
财说。

农民陈大财护鹤三十载
•记者 王德波 申正勇 马 纯 文/图

曾国桉：篮球路上写芳华
•通讯员 严 格 王秋静 文/图

曾国桉赛场掠影。

陈大财家门口留影陈大财家门口留影。。陈大财的儿子接过护鹤的接力棒陈大财的儿子接过护鹤的接力棒，，用心守护黑颈鹤用心守护黑颈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