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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231人次代表淄博市参加了省级比赛、176人次参加了国
家级比赛，26人次获单打前三名。这里向淄博市体校输送了14名优秀队员，向省乒乓球
队输送了3名优秀队员，32人被十几个省、市级企事业单位录用，有十多人在全国各省、
市、区县担任乒乓球教练员。这里走出了世界乒乓球冠军孙蓓蓓，2005年12月她在中国
福州举行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中，获得21岁以下组女子单打冠军，同年在克罗
地亚举行的国际乒联公开赛中获得女子单打第一名。

这个小山村就是淄川区西河镇张庄村，近40年来，张庄村的乒乓球队员在各项赛事
上过关斩将、摘金夺银，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为社会各界输送了近200名具有乒乓球
特长的人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
庄村“乒乓球之乡”的名号全
国闻名，后来却变得少有人
关注，为什么呢？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
发展，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
工、经商、居住，很大一部分
适龄学生外出到条件较好
的学校就读，张庄中心校学
生流失严重，目前九年一贯
制教育在校生不足200人，
乒乓球队选拔面窄。加上
张庄村乒乓球训练馆建成
时间早、建设标准不高，当
地餐饮、住宿等基础配套
不够完善，很难满足大型
体育赛事需求。

面对这些问题，淄博市
乡村振兴服务队淄川2队和
张庄村“第一书记”张学传
迎难而上，想办法突破，一
步步重塑“乒乓球之乡”的
辉煌。

面对现状，张学传给出
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充分利
用好张庄中心校现有教育
资源，积极吸纳社会资本与

张庄中心校联合办学，开
设乒乓球专业特长班，探
索商业化运作模式，进一
步打破招生范围瓶颈，扩
大学校招生范围，面向淄
博市乃至全省招生。严格
队员选拔条件，确保乒乓
球队伍整体素质有较大提
高。采取资源入股、合作
经营、共享分红或独资经
营等方式，积极盘活张庄
村闲置厂房等资源，新建
集训练、餐饮和住宿于一
体的高标准训练场馆，满
足办学及举行大型体育赛
事的基础条件。

有了思路，张学传开始
积极运作。2020年10月6
日，淄川区张庄中心校携手
张庄村委在张庄乒乓球文
化大院举行了庆祝张庄乒
乓球训练馆提升工程竣工
暨张庄乒乓球队建队43周
年仪式。淄博市、淄川区有
关领导，西河镇、张庄村委、
张庄中心校主要负责人，原
张庄乒乓球队队员代表等

参加了仪式。从张庄村走
出去的100多名乒乓球精英
也参加了活动。

“我们策划这个活动，
就是想让这些走出去的运
动员给张庄村出谋划策。”
刘长胜说，“活动以后，很多
学生积极和我们联系，给我
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还有一些有了回乡投资的
想法。”

“我们村的餐饮和住宿
比较落后，有时候来参加比
赛，队员们还得驱车几公里
到西河镇吃饭、住宿，十分
不方便。我们想把村里的
餐饮、住宿与乒乓球文化结
合起来，一是完善相关设
施，让更多人愿意来这里训
练打球；二是通过这些措
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让
老百姓富起来。”此外，张学
传还积极策划餐宿综合楼
工程建设，今年4月底，张学
传和村委相关负责人一起
为餐宿综合楼选址，并于近
期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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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枪换炮 业余变专业

4月30日下午放学，张庄
中心校乒乓球队又开始了训
练，备战五一期间举行的淄博
市第十二届青少年乒乓球邀请
赛。孩子们拿着专业的球拍，
身着统一的比赛服装，在刚刚
翻新的乒乓球馆里刻苦训练。

发球、接球、扣球，动作一
气呵成。在淄川区张庄村乒乓
球训练馆，十几名身着训练服
的队员正在两两激战。

“能有现在的训练环境，以
前想都不敢想！”张庄中心校的
体育教师田勤海告诉记者，以
前，这里条件十分简陋，要什么
没什么，不像现在，装备都很齐
全。“那个时候，孩子们虽然很
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条件很不
好，只能想办法去克服。”

田勤海1977年来到张庄
村小学，见证了张庄村乒乓球
运动发展的历史。“以前没有球
拍，我们就把木块锯成椭圆形，
用木块来当球拍；没有球台，就
用石块砌起球台，然后在上面
刷一层水泥；没有球网，就用秫
秸和砖头当球网……即使是在
这种条件下，一下课，孩子们还
是飞奔到操场，抢着打乒乓
球。”

1989年，张庄村建成了乒
乓球训练馆基地，安装了9张乒
乓球台，学生们终于可以在室
内进行训练了。虽然9张乒乓
球台还是不能完全满足所有队
员的训练需求，但是训练条件
得到了改善，队员们在训练基
地争分夺秒刻苦训练，为张庄
村获得了一项又一项荣誉。

“来到村子的第一天，我就
向张庄村党委书记刘长胜了解
了村子的情况。得知村里辉煌
的乒乓球历史之后，我们决定
在乒乓球上下功夫。”2019年，
淄博市乡村振兴服务队淄川2
队的张学传来到张庄村担任

“第一书记”，经过细致考察、了
解，决定把振兴张庄村“乒乓球
之乡”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
之重。

“这太危险了，必须得修
理！”张学传在考察时发现，上
世纪80年代建造的训练馆基
地因年久失修，破损情况日益
严重，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
患，严重影响乒乓球运动的训
练发展。张学传和张庄村党
委书记刘长胜商议，启动对张
庄村乒乓球训练馆基地的提
升改造，该项目工程由三部分
提升改造内容组成，分别为乒
乓球训练馆工程、餐宿综合楼
工 程 、室 外 公 共 设 施 配 套
工程。

张学传多次向区里申请
政策支持，经过多次申请和沟
通，在淄博市乡村振兴服务队
淄川2队队长刘延强的帮助
下，区里同意了对张庄村乒乓
球训练馆提升改造的方案。
2020年9月底，一座崭新的乒
乓球馆出现在村民眼前：场馆
外墙重新粉刷，墙体也得到了
修缮；高标准球台、崭新的储
物柜、乒乓球发球机、塑胶地
板、平开门、铝合金窗……场
馆内也进行了升级改造，整个
乒乓球馆焕然一新。

勤劳刻苦 乒乓文化代代传

“您身体还好吧？最近这是忙
什么比赛啊？”5月2日，在淄博市第
十二届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比赛
现场，从张庄村走出去的乒乓球冠
军梁峰，见到了恩师田勤海。

梁峰是田勤海最早带出来的
乒乓球队员之一，1988年起学打
乒乓球，2000年加入鲁能乒乓球
队，成为职业乒乓球运动员。2004
年至2013年，梁峰赴意大利执教，
率领意大利克拉斯乒乓球俱乐部
参加国家乒乓球联赛，所带队伍进
入全国顶级赛事前4名。2014年，
梁峰回国创立梁峰乒乓球俱乐部。

“每年过节没有特殊情况，我
都会回来看望田老师。”梁峰说，田
老师要求严格、细致用心，对他们
帮助很大。“在张庄训练的时候，几
乎每天都会训练到很晚。训练完
无论刮风下雨，田老师都会挨家挨
户把学生送到家。”

田勤海，这位一直坚守在张
庄中心校的体育教师，在这里一
待就是40多年，任劳任怨、无怨
无悔。

1995年，在淄博市第十一届运
动会乒乓球比赛中，田勤海任教的
乒乓球队队员为淄川区代表队夺
得了全部44枚金牌中的21枚，为淄
川区赢得了荣誉。由于成绩突出，
有几家单位想高薪聘请田勤海去
任教。

“说实话，我也动摇了，走出
去，我的事业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田勤海说，“当时队里有几个队员
非常出色，如孙蓓蓓、田红玉、梁
峰、陈群等，他们是非常难得的好
苗子，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我走
了，山里的孩子就缺少了一条走出
大山的路。山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需要我来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
命运。”

选择了留下来，就是选择了奉
献。从任乒乓球队教练起，田勤海
就把全部精力和业余时间都献给
了球队的孩子们。学校乒乓球队
的训练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放学后，周六、周日和寒暑假全天
训练。为了搞好训练，他每天总是
提前半小时赶到训练场馆，检查训
练场地和训练器材，并安排好训练
内容。除了外出开会、学习和参加
比赛，无论严寒酷暑从未间断。

如果按照周一至周五每天训
练2小时，周六周日、寒暑假每天
训练6小时计算，相当于每年义务
工作100多天，近40年坚持下来，
就是4000多天，他从没申请过一
分钱的补助。

正是田勤海的淡泊名利，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张庄乒乓球健
儿。这种坚守和负责的精神，让
张庄的乒乓精神得以延续传承。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振
兴‘乒乓球之乡’的工作，挖掘乡村
文化内涵，着力培养乒乓球人才，
培植壮大乡村文化产业，以文化振
兴带动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具有本
地特色的发展之路。”张学传满怀
信心地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晓明 王兵 曲心健 通
讯员 王连盟

传承国球文化
走向美好未来

“乒乓球之乡”淄川区张庄村的蜕变之路

精神不变

转变思路 带动经济增长思路之变

设施之变

村中荣誉室中摆放着许多奖杯、奖牌。 放学后，张庄中心校的学生们开始
了紧张的训练。

图为村中的乒乓球训练馆，许多孩子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出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