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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车驮着我考上大学
1985年的秋天，我和双胞胎的哥哥有了

一辆自行车，是父亲花80块从同事手里买来
的，广州五羊牌的，是为了我们上学方便才买
的，我们上高中三年级了，家里离学校有50多
里路，后来的日子里，有“五羊”相伴，陪我们
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年时间，一直到工作了我
还是骑着这辆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1985年的秋天，是个多雨的季节，印象中
一次连阴雨40多天，我们一个月没回家了，我
和哥哥商量着星期六下午回家，中午放学我
们都没吃饭，就急着往家赶，天空飘着小雨，
地上有些泥泞，开始的十几里路还可以骑，我
和哥哥互换着骑。等过了一个叫荆冈村后，那
就是真正的“水泥”路了，我们基本上没骑车走，
我俩一人一换扛着这自行车累得气喘吁吁的，
走过这一段后算是到了好路段，才开始骑骑走
走，等到了家里，天都后半晌了，妈妈忙着给我们
做饭，做饭的空隙，我们俩把车推到水井边，挖泥
洗车刷车，搞得干干净净地才搬进屋子里。那
时有一辆自行车很是风光的，每次骑完后都要
擦洗干净，还要打点蜡，光洁如新，保养得跟现在
4S店水平一样。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哥哥那年落榜了，
“五羊”车继续驮着哥哥奔跑在复课求学的路
上，而我就告别了那辆“五羊”车。3年后我大
学毕业分到县城里的一所中学任教，这辆车
子又属于我了。

我骑着老“五羊”从家里到单位，往返36
里路，每天一趟，风里来雨里去，走过泥泞，也
走过冰天雪地。我骑着老“五羊”，见我的女
朋友（现在的妻子）；骑着老“五羊”，把妻子带
回家还跟着一辆“飞鸽”；我骑着老“五羊”，和
同事赛车如飞；也曾喝酒喝了多和“五羊”一
起醉倒在家门口或路边的树坑边；最难忘的是
1992年的5月，我们9个青年男女教师骑着自行
车一路青春一路歌地从县城骑车到郑州，爬邙
山看黄河，那是第一次骑车跑那么远的路，回来
后我们都很累了，我感觉我的老“五羊”更累。
1997年，我来到郑州工作了，就告别了我的那辆
老“五羊”自行车了。那辆自行车就成了我父亲
的专车了，在我们这个小镇，骑着单车的人很少，
而骑着又老又旧的五羊牌单车去买菜的、到处
转悠的只有我的父亲了。2004年暑假我回到
家里，看到那辆老“五羊”早已挂在了东边的
院墙上了，为我们一家服务十几年的那匹不
吃草的马——老“五羊”已经破烂不堪了，后
来被父亲以5元钱的价值卖给了收废品的了。

那年，那日子，那辆车！我人生中第一个
最难忘的宝物就是——记忆里的那辆老“五
羊”。 翟振国

陷入绝境的冠军们
像郭萍这种“陷入绝境”的冠军并不是

个例，许多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却一事无成、
穷困潦倒，甚至因为贫病英年早逝。

艾冬梅（郭萍队友）：没钱回家过年，摆
地摊曾想卖奖牌。

才力（1990 年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
举重冠军英年早逝，遗孤微博求助。

张尚武（世界大运会双料体操冠军）：
街头卖艺，微博乞讨遭斥责。

邹春兰（全国举重冠军）：从冠军到搓
澡工，“希望悲剧不要重演”。 王奕

一、“那些年，一起骑过的老车”征

文比赛

骑行的路上，有我的车和我相伴。岁
月流转，或许有一辆车永远留在你的记忆
深处，值得回味。拿起笔，写出你和你的老
车故事，让大家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骑过
的老车。

二、“我和我的骑行团”征文比赛

骑行的路上有你有我，结伴而行的
路上，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你的骑行团
队凝结着大家的汗水和欢乐，留下美好
的人生记忆。拿起你的笔，写下你和你
的骑行团，让我们一起品味骑行团的酸
甜苦辣。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附带图片，
发送至邮箱 wziphoto888@163.com。
骑友文章一经刊发，即获得捷安特公司
提供的2013年全年《郑州晚报》一份。
我们还将从见报稿件中评出大奖，获奖
骑友将获得“捷安特”整车一辆。

双脚畸形双脚畸形
为让父母解脱曾自杀为让父母解脱曾自杀

买不起煤买不起煤
马拉松名将卖奖牌马拉松名将卖奖牌

我要将这我要将这1616块奖牌卖掉块奖牌卖掉
换点钱开个小餐馆维持生活换点钱开个小餐馆维持生活

“我要将这 16 块奖牌卖
掉，换点钱开个小餐馆维持生
活。”近日，曾是国家级体育健
将的郭萍抵京，对畸形的双脚
开始治疗，并被迫出售奖牌。

据了解，她的脚受伤后 11
年无法行走，生活极度窘迫，从
奔跑的健将到无法行走的伤
者，这种心理落差，无人能懂。

经历
训练不科学埋下祸根

16公里陡坡，每天我饱受折磨
曾经的郭萍，在马拉松项目中属国家级

健将，她奔跑在各个赛场，斩获一项项荣
誉。而如今的她，双脚畸形，下地走路变成
奢望。

本月 14 日，在北京某骨科医院的病房
内，16枚奖牌整齐地摆放在病床上。有一枚
沉甸甸的，是郭萍 1998 年在日本举行的国
际马拉松比赛中荣获亚军的奖牌。

从 9 岁开始，郭萍就走上了体育这条
路，13岁进入火车头体工队，跟随教练王德
显。魔鬼式的集训就此开始：河北雾灵山，
16公里长的陡坡，郭萍每天要跑几个来回。

车轮式的训练，让尚在豆蔻年华的小郭
萍饱受折磨，她经常脚疼，抱着自己的小脚
哭泣，“但教练给我打上封闭针，第二天接着
训练”。

二十来岁的郭萍达到人生的巅峰期，她
在国际马拉松比赛中获得亚军,但荣耀背后
埋下祸根。

2001年，郭萍脚趾开始变形，成绩下滑，
被迫回黑龙江老家治疗。

某骨科医院副院长王正义称，在发育早
期，过度而不科学的训练，是导致郭萍双脚
畸形的主要原因。

困境
无钱治病状告教练

我曾想自杀，一了百了
2002年，郭萍几乎已不能下床走路，她

多次给王德显打电话，索要一些治脚费用和
当运动员期间的工资，“换回来的都是一顿
臭骂”。郭萍说，王德显先后汇来的医疗费，
总共也就 3000元。郭萍被逼到了绝路。为
了她的脚伤，父母财产已被掏空。

2006年，郭萍问母亲要了10元钱，谎称
出门买东西。回来时，她把偷偷买回来的安

眠药藏在了枕头下，她对自己说，“就此一了
百了，父母也就解脱了”。当晚，母亲回家发
现异样，她疯狂地翻找，把安眠药猛砸到墙
上，药丸撒了一地。

“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2006年下
半年，郭萍和队友艾冬梅一起，在北京海淀
区法院状告王德显，称其侵吞运动员工资及
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的奖金。

2007年，很多媒体报道了艾冬梅、郭萍
状告王德显一案，双方以庭外和解收场。王
德显被终身禁止从事教练职业。郭萍获得
了 10万元的赔偿金，这些钱她拿回家，给父
母买了一个小平房，其余全用来偿还治病累
积的欠款。

现状
生活拮据煤买不起

孩子的手上长满了冻疮
对于郭萍来说，现在唯一支撑她继续生

活的，是家庭。
2007年，她与现在的丈夫相识，见面第

一天，她就脱下鞋，让他看自己畸形的脚。她
说：“你要不能接受，咱们马上分开。”丈夫静静
地帮她穿上了鞋，抬头微笑：“我不会嫌弃。”

第二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一个小男
孩降生，慰藉了郭萍的心灵。

但生活没有展现一幅希望的图景，甚至

每况愈下。丈夫在矿上的小食堂上班，每个
月只有1300元的工资，郭萍因双脚无法行走
或长时间站立，基本丧失了劳动力，加上还要
供养两位老人，一家五口日子过得越发紧巴。

儿子博博已经4岁了，但郭萍无钱供他上
幼儿园，无钱给他买衣服，无钱给他买玩具。
因家中没钱买煤，博博的脸上手上都是冻疮，
每每看见此景的郭萍泪如雨下。

希望
医院提供免费治疗

将来我会把奖牌赎回来
今年 12 月初，郭萍接到了北京某骨科

医院的电话，对方表示要为她免费治疗，“你
的病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们想帮你”。

12 月 6 日，36 岁的郭萍和丈夫借了车
费，北上抵京，准备再为今后的生活拼搏一
次。她随身带上 16 块奖牌，她要在北京将
奖牌出售。

“用换来的钱，送博博去读幼儿园，开一个
小餐馆，让一家人吃饱饭。”郭萍说，如果有一

天，她挣够了钱，她会再把奖牌赎回来。这
些奖牌，虽是她痛苦的根源，也是曾经的荣
耀，证明她曾经活过。

畸形的双脚畸形的双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