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学会的新技能（二）

青年医务工作者贺雪利 ：

在水中发现更美的自己
本报记者 麻雪

从 2020 年 夏 天 学 会

游泳后，贺雪利坚持每周去

游泳三次，不断熟练这项运

动，到如今，已经可以比较

熟练地在水中展现风姿。她

也发现，运动之后的自己似

乎更加健康了。

贺雪利是我市一名年

轻的医务工作者，她说，

在电视上看到水上芭蕾的

表演，自己特别羡慕，那

种在水中尽情展现优美身

姿、优美舞姿的运动，让

她意识到，原来游泳可以

如此之美！有了学习游泳

的决心后，她很快开始实

践，先跟一位朋友开始从

“零”学起，不久就学会了

在水中浮起来。之后，她

跟随专业的教练、会游泳

的朋友等都学过。她说，

最关键的是自己摸索练

习，并坚持了下来。利用

工作之余，她在半个月内

学会了游泳。

任何事情坚持最重要，

坚持也最不容易，贺雪利

说，游泳是她唯一一项坚持

下来的体育运动，之前也有

其他想坚持下去的运动，但

是因为各种原因都不了了

之。如今她很高兴自己坚持

游泳已经半年多了，她也从

中体会到这项运动带给自

己身心的愉悦。

“游泳能控制一个人的

体重，最重要的是，每次运

动后，精神状态特别好。这

样一来，我就有更多、更充

足的精力投入到生活和工

作中。”贺雪利笑着说，“我

觉得游泳对我来说，就像

是生活的一丛丛绿叶中，

开出的一朵鲜艳的红花，

它们相互映衬，让人生更

加五彩缤纷。”  

六旬文学爱好者肖吉萍 ：

开通线上平台共享美文
本报记者 麻雪

家住市区滨河大道的

肖吉萍虽然已经年过六

旬，因为热爱文学，所以劲

头十足，精神气质不减。她

在 2020 年 9 月初，学会了

开通并管理名为“小草园

地”的公益微信平台，这项

在电脑和手机上操作的新

技能，用她自己的话说 ：

“我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

还能比较熟练操作线上平

台，应该挺厉害吧！”

为了充实自己的晚年

生活，同时，为同样爱好文

学的朋友们搭建一个推广

作品的公众平台，肖吉萍克

服网络知识、操作技能有欠

缺的困难，自己学习、摸索

着，终于完成了一个微信公

众平台的创办。她说，注册

成功的那一刻，激动的泪水

顺着两颊流了下来。而且，

发出第一期时，正好是她 66

岁生日那天。

在“小草园地”里，肖吉

萍对每篇投稿都认真阅读、

修改，然后精心制作，力求视

觉上美观大方，配图与内容

契合。她说，每当自己坐在

电脑前，开始打理“小草园

地”，开始写东西、编辑大家

的稿子时，心情就很恬静。截

至目前，“小草园地”推出各

类题材、体裁作品 120 多期，

粉丝众多。

这个平台为啥叫“小草

园地”？肖吉萍说 ：“除了

因为我的笔名是小草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小草很平

凡，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小草虽然没有花香、没有树

高，但却有着不攀不比的毅

力 ；小草虽然不美丽，却遍

布天涯海角……而我们众

多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就如

这小草一般，聚在这片园地

里，郁郁葱葱，一起用文字

赞美生活。”

学会了管理这个平台

后，肖吉萍还在不断改进，

并且教在平台发表文章的作

者们，如何与读者互动等操

作方法。“小草园地”开通于

2020 年金秋，如今在新的一

年里，肖吉萍希望这里更加

“生机盎然”。

虢镇小学学生惠宇轩 ：

跆拳道馆里的追梦小少年
本报记者 于虹

提 膝、转 脚 翻 胯、弹

腿……在陈仓区全民健身中心

跆拳道馆里，身穿跆拳道服的

学员们正在练习侧踢腿法，每

一次脚板与脚靶的碰撞，都发

出清脆的“砰砰”声。

今年 11 岁的惠宇轩是虢

镇小学五年级学生，2020 年

下半年学会了打跆拳道。惠宇

轩说，自己是被电视上跆拳道

的表演所吸引，再加上同学也

在学习，他特别羡慕，决定报

名学习。刚开始高强度的训练

曾让惠宇轩打起“退堂鼓”。

“最难的还是拉筋练习。”惠宇

轩说，这是跆拳道的基本功，

不仅需要忍受疼痛，更需要长

期坚持。在训练馆里记者看

到，这些孩子都光着脚，身上

只穿着一层薄薄的训练服，但

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训练。学了

快一年，惠宇轩对跆拳道有了

不一样的认识，跆拳道不仅仅

是强身健体，更教会他礼仪，

在擂台上尊重对手，更在生活

中尊重别人。

“跆拳道除强身健体外，

它的教育意义和艺术表演性越

来越被看好。”教练王一同说，

如今，跆拳道逐渐进入大众视

线，也反映出人们对体育的多

元化需求。

学习好一项专业，都是一

个坚持的过程。学习跆拳道没

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才能达到训练的目的，

每天坚持锻炼，才能在技术上

不断进步。对于今后，惠宇轩

说，他打算继续学习，希望能有

所成就。

5 岁的黄皓宣 ：

学习轮滑让我快乐
本报记者 于虹

“ 嗒 嗒 嗒 ……”伴 随 着

教练响亮的口号，一双双轮

滑鞋在地面上踏出清脆的声

响。1 月 9 日下午三时许，在

陈仓区一家轮滑俱乐部里，

十几个孩子正紧张有序地进

行侧滑步练习，豆大的汗珠

不断从他们脸上滑落。今年 5

岁的黄皓宣就是其中一员，

这是他 2020 年底才学会的

一项新技能，正在不断熟练

中。虽然他看起来年纪小、个

头不高，但是滑起来动作相

当熟练。说起选择学习轮滑

的原因，黄皓宣说，这是妈妈

给他报名的，不过学习后他

发现自己也很喜欢，穿上轮

滑鞋，就像《西游记》中哪吒

的风火轮，可以随意滑行。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越来

越多的人喜爱轮滑，尤其晚上

或者周末的时候，市区广场上

学习轮滑的小孩子更是随处可

见。即使是一些成年人，也玩心

未泯，穿上鞋子滑几圈。那么，

轮滑运动缘何日益火热呢？黄

皓宣的教练李育飞说，这与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将举办，以及

近年来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冰

雪运动有着直接关系。轮滑与

滑冰无论是对运动员的力量还

是身体协调性、高速中的平衡

性等要求都很重要，而且很接

近，二者的技术动作要领也有

很多相似之处。“受滑冰场馆条

件限制，我省冰上运动人才缺

口很大，‘轮转冰’渐渐受到人

们青睐，轮滑人数增多也就不

足为奇了。”李育飞表示，他们

也想在这些小苗子里重点培养

一些人才，可以为以后的冰上

项目培养优秀的运动选手。

宝鸡高新区吕艳茹 ：

自制奶茶温暖人心
毛丽娜

“2020 年秋天，我学会

了制作奶茶！”家住高新

九路的 90 后吕艳茹开心地

说，她是一个奶茶控，一次

刷抖音时看到了制作奶茶

的视频，看起来挺简单的，

她就想试试，想给家人和同

事递上一杯自己亲手制作

的奶茶。前几次尝试虽说勉

强也能喝，但总感觉融合度

不够，口感也不佳。吕艳茹

不断总结经验，大概五六次

后，终于制作出了口感纯

正、香味浓郁的奶茶，大家

纷纷赞赏她的好手艺。她

说，制作奶茶分四个步骤，

第一步选茶叶，主要以红

茶为主，可选择普洱、金俊

眉、正山小种、乌龙茶等 ；

第二步，用水轻微清洗一下

茶叶，再倒入烧开的锅中开

始熬制，要多加水，少放茶

叶，按常见包装的一袋牛奶

的量计算比例，就是一袋

奶、三袋水，大火煮开，温

火再熬半小时，中途可以搅

动并加入适量糖，糖可选择

白糖或红糖 ；第三步，将茶

叶的劲熬出来后，再加入鲜

奶继续熬十几分钟，待奶和

茶的颜色完全融合后，奶茶

的香味已经十分浓郁了，可

先尝一下，喜欢甜度浓的可

再加入适量糖 ；第四步，找

一个过滤网对熬制好的奶

茶进行过滤，过滤网要比较

细腻，这样奶茶口感才会更

加丝滑。等过滤干净后，一

杯热乎暖心的奶茶就制作

成功啦！ 

“在家亲手煮奶茶给老

人，一杯奶茶抵得过千言万

语 ；在单位，利用休息时间

煮奶茶给同事，一杯奶茶会

让对方感到很温暖。”吕艳

茹说，“平淡的日子里，我

通过一次次尝试，最终成

功制作出了香甜可口的奶

茶，看到老人脸上的笑容我

很欣慰，得到同事们的认可

我很开心。”春节将至，吕

艳茹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能喝上自己亲手制作的

奶茶。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编者按 ：在 1 月 15 日的《文化周刊》中，我们刊发了“2020 年学会
的新技能”，展示了普通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学会的体育、文艺类等新
技能，影响广泛。不少读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了我们，聊起他们
也有这样的新技能，也想在报纸上展示给更多人。所以，本期我们刊发

“新技能”第二期，一起看看这一拨新技能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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