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龙

有些特殊。作为唯一在现实中

不存在的神兽，龙的形象来自

于不同动物的“提炼”，《尔雅

翼》记载其“角似鹿、头似驼、眼

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

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它集世间百兽优点于一

身，成为象征中国精神的图腾：

代表着吉祥如意、和谐长久，代

表着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代表

着团结一致、生生不息。

一如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

活，折射出中国发展与变迁的

日新月异。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四个

属龙的普通人的故事，和他们

的新年心愿——

12 岁的杭州市天长小学五年级学

生陈涵怿，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本命

年”。

对于这个名词，他已有了初步的理

解，“我属龙，今年是龙年，那就是本命

年。”

只是他还不太清楚有什么讲究，看

到家人给他准备了新年的棉袄、毛

衣、袜子等都有红色元素，感觉还蛮

新鲜的。

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在陈涵

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自封

班级“第一才子”，其中一个原因，

是他觉得自己足球踢得不错。

足球，是他的心头好。

说到龙年心愿，陈涵怿立马做了

道数学题：“我打算看18场球赛，平均下

来大概每20天看一场。”

怎么看？他也有自己的计划：先在家

里看电视，一旦有机会就去现场看比赛。

在球场奔跑是飞扬洒脱，但 400 米

跑步就有点挑战了。希望自己能跑得再

快一点，这是他新年的另一份希冀。

杭州亚运会期间，陈涵怿在“大莲

花”亲眼目睹谢震业、葛曼棋夺金，那一

刻，他深深地被体育魅力所折服。

这阵子放假，他时不时会去楼下小

区里跑一跑。不过他觉得，在家自己跑

和在学校跑步不一样，“在家里跑步没有

和同学们一起的竞争感。”

既然是“才子”，当然不止爱运动。

学习好、爱阅读也是他的底气。

“这次考试，我是班里男生第一，数

学考了100分。”

在阅读方面，他偏爱历史和名著。

不久前，他读完了《明朝那些事儿》，“作

者用了很幽默的文笔，让我觉得历史很

有趣，还可以深入了解一些历史故事。”

而这几天，他正捧着法国作家雨果的《巴

黎圣母院》爱不释手。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小小年纪，陈涵

怿还有读报的习惯，《钱江晚报》是他常

翻阅的报刊。

2023 年，弟弟的出生让 12 岁的陈

涵怿感觉自己长大了。

初生的婴儿让他感到新奇：“他出生

的时候和我出生的时候一模一样！”转而

又有了些得意，“不过，我眼睛大一点。”

弟弟的小名“硕硕”是陈涵怿起的，

这时候的他像个小大人，“他是妈妈的硕

果，我希望他能够学业有成。”

弟弟的哭闹，有时也会让做哥哥的

他感到苦恼。但更多时候，给弟弟唱儿

歌，陪他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看着

弟弟的笑脸，他感觉“心都像

要融化一样。”

他希望新的一年里，能

考全班第一；希望 400 米能

跑进 1 分 25 秒；希望去更多地

方看一看，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

12岁“少年龙”：
文能考第一，武能把球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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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想

要落地生根，

脚踏实地。

“这件卫衣有灰、棕两个颜色，搭配

阔腿裤，再踩双小白鞋，简简单单就很好

看。”

下午 3 点，主播平平的声音在直播

间准时响起，微微沙哑却又让人安心。

“五四三二一，上链接。”对着镜头展

示穿搭的同时，她不紧不慢地安排一侧

负责运营的同事加库存。随即，直播间

里的粉丝开始下单拼手速，“最后 5 件

⋯⋯没了！”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平平

的直播间出现。这个长方形的房间，门

口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架。几排运营人

员坐在桌前，随时刷新数据、上架商品。

而一旁，被补光灯照射的几平方米空间，

则是平平的舞台和战场。

平平大学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

主持专业。2022年毕业后，她没有按部就

班地去做主持人，而是进入“谦寻”成了一

名电商主播，“公司和学校有人才培训的

校企合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实习，发

现这个职业为我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从局促搭话的助播成为游刃有余的

主播，平平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事

实上，2023年也是平平最累的一年——

这份从 0 到 1 蜕变的背后，是长久咬牙

的坚挺。

熬夜几乎是主播们的必修课。选

品、定款、直播、下播复盘⋯⋯当直播间

的热火朝天归于平静，回家已是凌晨。

作为成长期的主播，平平每天要在

直播相关的事情上投入十几个小时，这

几乎占满了她一天睁眼起床后的所有时

间：“强度确实很大，很考验意志力。有

些时候体力跟不上，只能在心里给自己

打气，既然选择了热爱的职业就要好好

做下去。”

她就是这样激励着自己，和挥之不

去的疲惫感抗衡。

在公司同事眼里，镜头外的平平话

不多。但这个看起来纤弱的女孩，骨子

里却爆发出令人惊叹的能量和韧性：“一

站在镜头前开播，她整个人就像被接通

了电源。”

“我就要24岁了吗？”她有些恍然。

她记得上一个本命年，妈妈给她戴

了一条红手链。那是她广东老家的习

俗，她猜这次仍会如此，“春节想多抽出

几天时间回家陪陪爸妈，和家人一起开

启本命年。”

她说，“卷”在电商直播之都，很难摆

脱焦虑，“总担心万一哪个产品没选好、

哪句话没介绍好，让粉丝不满意。在选

品方面还存在一些认知局限，希望能够

通过不断学习来突破这些障碍。”

深信越努力越幸运的她，也清楚地

看到，这一年虽然取得了小小成就，“但

我现在还像一朵飘浮在空中的蒲公英，

希望新的一年能慢慢成长，脚踏实地扎

下根来。”

24岁“主播龙”：
从助播到主播，不到一年完成蜕变

“晓辉，本命年身上带点红，吉利。”

赶在除夕前，杭州萧山晓辉饺子店老板尹砚辉收到了哥哥从老家寄来

的红色套装。

“日子过得快，一眨眼今年都48岁了。”

千禧年，24 岁的辽宁本溪小伙尹砚辉不顾父亲的劝阻，带着简单的行

李，坐了两天火车，只身来到离家1800多公里的浙江。

他原本在老家的国企工作了两年，但却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日子，“听

说南方挣得多，一心想过来打拼。”

他先到了宁波，进了一家工厂，在此与妻子相识。妻子是萧山人，婚后

两口子回到萧山发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尹砚辉碰上了同样在萧山谋生的老同学。当

时，老同学刚从厨师学校毕业，两人合计开了家小饭馆，“门面不大，

他掌勺，我打杂，生意其实还过得去。”

然而 2003 年的“非典”让生意一落千丈。草草收店后，尹砚辉消

沉了好一阵。彼时，一位朋友启发了他：“萧山饺子店不多，你一个东

北人完全可以开家东北饺子馆啊！”

这个建议让尹砚辉心动，也让他犯愁，自己这手艺，能开店吗？但

面对亲友的鼓励，又想到刚出生的儿子，他硬着头皮上了。

四处取经、勤学苦练，尹砚辉包饺子的手艺大为精进。张罗了大

半年，2004 年国庆，夫妻俩的“晓辉饺子店”在育才路开张，一开就是

20年。

“因为这家店，很多人都叫我晓辉，不叫我大名了。”

“做饺子不难，食材一定要好。冻肉肯定不行，后腿肉太柴也不

行。”店里饺子有近20种，所有馅料都是尹砚辉当天一早去菜场选购

的，“每天都守着肉铺老板切梅肉、护心肉，口感最好。”

二十年如一日的用心，换来店里红火的生意，“每天饭点，来晚

了至少排队半小时。”

快到知天命的年纪，尹砚辉试着放下肩上的担子，把饺子店

交给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打理，“我这一辈子也算是把包饺子这件

事做明白了，趁着还有劲，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尹砚辉其实也有颗“不羁”的心，他爱骑摩托。前两年，他骑着

摩托去了西藏和新疆，“一天600公里穿越准噶尔盆地的感觉太难忘了。”

说起摩旅，这个“老男孩”兴致勃勃：“如果说本命年有什么心愿的话，那

就是再骑着摩托车去次南疆。”

48岁“中年龙”：
用20年，把包饺子这件事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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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丽水市景宁县体育中心教练员赵环春又拿奖了——在 1 月底

举行的 2024 海峡两岸（厦门海沧）大众田径公开挑战赛上，他获得了 100

米、300米、400米和接力赛的冠军。

夺冠感受如何？赵环春很淡定：“现在拿奖平静了很多，毕竟更高级别

的奖也拿过了。”

2023 年 5 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全北亚太大师赛中，他以 5.32 米的成

绩打破我国 55-59 岁男子组跳远纪录，获得比赛第一名。11 月，他又在菲

律宾参加第22届亚洲田径大师锦标赛，获得一金一铜，另打破一项纪录。

跑步、跳远似乎是赵环春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很喜欢，觉得很好玩。”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他，先当了十多年的体育老师，后进入景

宁县体育中心，担任青少年业余训练的教练员。

早些年，赵环春还没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赛事中。2015 年，他陪同

学生去义乌参加马拉松时，学生给他报了5公里迷你马拉松。自此，他重新

跑了起来。

赵环春参加过许多城市的马拉松：他跑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跑过武

汉的黄鹤楼；跑过杭州的西湖和奥体；跑过丽水的南明湖畔。在短距离冲

刺跑项目上的屡屡获奖，并不妨碍赵环春享受长距离的拉锯战，“跑马对我

来说，就像在各个城市旅游一样。”

跑步早已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估算了一下：每个月的跑量约150

公里，一年大约2000公里。

身为教练员，他还在景宁实验一小带着一批小队员。

“现在的孩子，身体素质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相关部门都很重视，场

地、器材等投入也很大。”赵环春有些羡慕，却也有些担忧，“但他们花在体

育上的时间好像要少一些。”

今年10月，赵环春即将退休。但他计划继续陪着他的学生们训练。

比起自己夺冠，学生的成绩似乎更让赵环春感到骄傲：“练了2年了，相

当不错！”这次去厦门，他的学生也报名参赛，并拿到了4枚金牌。

本命年来了，赵环春的老婆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红衣服、红袜子。

龙年里，赵环春也有自己的新期待。

他希望，孩子们都能提高竞技水平，获得更好的成绩；他希望，在本命

年能有机会去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在跳远等项目中再破纪录。

他说：“只要身体还允许，我想一直跑下去。”

60岁“冠军龙”：
夺冠也淡定，运动即生活

只 要 身 体 还

允许，我想一

直跑下去。

本报记者 徐婷 王好

陈涵怿和弟弟

平平在直播中

赵环春在马拉松中

尹砚辉骑摩托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