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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苦引体向上久已。
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引

体向上都是男生的体育考试项目之
一。然而有些男生连一个引体向上都
拉不起来，老师犯愁，学生也犯愁。尤
其引体向上还是体育中考的考试项目
之一时，连家长都开始犯愁了。

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实验
中学，自从教室门口安装了横杆，越
来越多的男生爱上了引体向上。

今年4月初，准格尔旗实验中学
初一、初二年级的 10个教室门口上
方，内外各新增了一根横杆。横杆造
型简单，造价便宜，连材料带工费，每
组花费200元。

每到课间十分钟，横杆上就“长”
出来做引体向上的男生，下去一个再
上来一个，一茬接一茬，像树上的木
耳。有的男生擅长这项运动，一口气
能拉十多个。有的男生不擅长，拉两
个就败下阵来。但横杆安装了一个
多月后，体育老师郭利强发现，男生
们普遍对引体向上更感兴趣了，而且
成绩都在稳步提升。

“以前只能吊上去的，现在能拉
一两个了；以前只能及格的，现在奔
着优秀去了；以前就能达到满分的，
现在一直在突破个人最好成绩。”郭
利强说。

教室门口安横杆，是体育老师们
在今年 3月的一次全校教师行政会
议上的提议，当时就得到了校领导的

“秒同意”。
校长武瑞军说：“这个建议特别

好，我们当时就是有点担心安全问

题。”但他没有因为安全上有顾虑就
否定这个提议。

“开始考虑过用膨胀螺丝固定横
杆，但又担心男生力气大，把横杆拽
下来人摔着。”武瑞军说，为了结实牢
靠，干脆在墙上打了两个眼，中间各
穿一根短横杆，用水泥固定住，再在
两个短横杆中间焊接一个用来做引
体向上的横杆，教室内外各一根。

“这下子牢固了，承重三四百斤
不成问题，怎么也不会拽下来，孩子
们就能放心地玩了。”武瑞军说。

郭利强说，萌生这一想法的初衷
很简单，课间10分钟时间太短，孩子

们如果跑到操场边的高低杠那儿做
引体向上，时间来不及，“就想让孩子
们利用课间动起来”。

武瑞军说，引体向上是体育中考
的考试项目之一，但学生们引体向上
的成绩普遍不理想。去年对初一和
初二年级进行体测后发现，引体向上
能及格的学生不到40%，能达到满分
的孩子更是凤毛麟角。

“2025年，内蒙古体育中考成绩
将达到 80分，所以体育成绩一定要
重视起来。”武瑞军说。

横杆装好以后，还有一件让武瑞
军满意的事，就是教学楼里“跳”（当

地方言，意为淘气）的孩子少了。
“这个年龄段的男生有个特别大

的特点，就是爱跳起来摸高，摸房顶、
摸吸顶灯、摸窗户。自从安上了横
杆，几乎没人摸高了，都做引体向上
去了。”武瑞军说。

“自从安上了横杆，我每天都要
做几个引体向上，最多一次能做 18
个。”初二年级学生乔镜源是班上的
引体向上“大神”。

乔镜源说，初一的时候只能做两
个，只会用胳膊的力量，后来在体育
课上学会了用核心的力量，“会用劲
儿了，一次能拉七八个”。

今年教室门口的横杆极大地方
便了乔镜源的训练，他进步的速度特
别快，每天都能接到班内班外同学下
的“战书”。

同年级的郭广耀就是挑战者之
一，虽然“一次都没赢过”，但是“比去
年的自己进步多了”。

郭广耀说，去年仅是挂在横杆上
就已经胳膊发抖，做了两个就耗尽全
身力气。现在他握着横杆上下自如，
连着做七八个不成问题。

乔镜源透露，引体向上还帮他练成
了另一项技能，那就是在他热爱的篮球
运动中，三分球命中率也越来越高了。

“以前我的胳膊没劲儿，投三分
球要么三不沾、要么没准头。现在，
通过练引体向上，打篮球的时候投三
分也有谱了，我也更喜欢这两项运动
了。”乔镜源笑着说，笑容里还带着一
丝得意。

（据新华社 王春燕 魏婧宇）

近日，记者在武汉大学湖滨 14
舍宿管站看到，51岁宿管阿姨刘琳
的办公桌上除了放着登记册、几支
笔、一台电脑，还有一个针线盒、一个
编织篓、几件破洞衣服以及各色的
线。刘琳2022年从单位辞职来到武
汉大学当宿管阿姨，每天忙完手头的
事，就坐在桌前将针线穿好，拿起学
生的衣物开始缝补。

“最初是因为有个同学来借针
线，我顺嘴问‘你会缝吗’，她说‘不
会’，我就顺手接过来帮她缝了。”刘
琳回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
找她帮忙，她准备的线也从黑白变成
了五颜六色。从此，湖滨 14舍多了
一个缝补驿站。

刘琳告诉记者，每年9月军训，学
生们难免出现衣服破损的情况，就会
找宿管阿姨帮忙。那时一天要补五六
条裤子，为了第二天让学生们能穿上
军训服，我还会“挑灯夜战”。“缝缝补

补对我们来说是小事，能让学生们有
家的感觉，才让我最开心。”2年来，刘
琳从不拒绝孩子们生活上的小问题，
也成了学校片区有名的“缝补师”。

2023年，武汉大学宿教中心成
立了“爱心缝补驿站”，为学子们提供
免费的缝补服务，为阿姨们免费提供
针线等物资。

“缝补阿姨、知心姐姐、暖心妈
妈、迎客松阿姨、运动员阿姨……”刘
琳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这些暖心称
呼。来拿衣服时，很多学生也会向刘
琳表达感谢，有手绘的爱心卡片、手
写的感谢信等。

来找刘琳补书包的学生黄琳告
诉记者：“刘阿姨在14栋宿舍楼很有
名，许多人的衣服裤子坏了，都会找
她帮忙。阿姨也超级好，有时还会把
缝补好的衣服送到寝室门口。”

“举手之劳，能给学生们带来一
些温暖那就值了，看他们就像看自己

的孩子。”刘琳笑着说。
妇女小组内的其他阿姨同样受

欢迎，如桂园 1舍的戴文英，她女儿
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所以她看这些学
生更像是亲闺女一般。梅园 4、5舍
的宿管陈秀伦阿姨，从起初在工作之
余帮学生缝补衣服，到现在成为“爱
心缝补驿站”的主人，3年来，她和学
校宿管缝补小组已免费为学生们缝
补了近千件衣物。

5月初，在武昌区珞珈山街道妇
联的助力下，武汉大学后勤集团宿教
中心成立了“针”情“珈”园爱心缝补
妇女小组，免费为师生提供修拉链、
补衣服、钉纽扣等基础服务。组长陈
庆利介绍，目前找妇女小组缝补的人
越来越多，为了不影响宿管阿姨的本
职工作，宿舍服务中心正在协调，增
加帮手缓解压力。

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学生宿
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针对学生的缝补收纳需求，筹备开
展缝补收纳实践课程。通过劳动教
育实践课，让同学们感受到劳动的快
乐，引导同学们提升生活技能。

（据《楚天都市报》常怡）

成立爱心小组 免费帮师生们缝补

武大宿管阿姨变身裁缝妈妈

教室门口的横杆，让男生爱上引体向上

换拉链、缝衣服、裁裤子……对武汉大
学的学生而言，这些生活中的小问题，都可
以找宿管阿姨解决。她们有着亲妈的手艺、
亲妈的温暖和亲妈的贴心。这些宿管阿姨
来自一支爱心织补妇女小组，长期为学子们
提供免费的缝补服务。一针一线皆关情，小
小举动暖人心，武汉大学的宿管阿姨们用针
线传递温情，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靓丽景色。

为学生免费缝补衣服
自学花样提高技术

牵头成立妇女小组
阿姨们获无数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