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管运动（Pole Sports）起源于钢管舞舞蹈，经提

炼、演变为一种健身活动，并发展为一项具备独立规则

和国际赛事的竞技运动。

“钢管运动”有一套完整的评分标准，从着装、发型

以及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表演形式上，钢管运动是

严谨、阳光、积极向上的。作为体育竞技项目，“钢管运

动”2017年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总会认可，下一步目

标是进入奥运会。 综合新华社

名词

大运会进入倒计时 100 天，成都在期待着一场青春的盛

会。大运会不仅是一场全球赛事，更是一场人民的盛会。这样

的期待让充满活力、热爱运动的成都人感受到了一种跃跃欲试

“动起来”的节日氛围。

成都人向来热爱运动、爱耍会耍。本版今起聚焦成都人当中

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酷玩耍法。第一期“酷玩耍法”，挑战你对年龄的设限，关注被称为“中国最年长

钢管运动者”、年近78岁的戴大丽，她曾是书店一名普通员工，她说，“我享受在空中飞舞的感觉”；还

有一位耍无人机航拍的时尚奶奶黄雪筠，她曾是一名打字员，她说，“我喜欢从高空俯瞰大地”。

永远追逐梦想，永远挑战自我，“飞扬”，不仅是“青春”的代名词，也是打开人生另一面的勇敢。

关注成都潮流运动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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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4

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

以 上 人 口 逾 1.9 亿 人 ，占

13.50%，表明我国已逐步迈

向深度老龄化社会。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丰富老

年人的生活内涵，拓展老年

人的兴趣爱好，关乎国家发展

和社会稳定。为此，国家层面高

度重视，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医疗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

方面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保障老年人老

有所医、老有所养，更在老年教育上持续

发力，推出丰富多彩的兴趣、技能培训。

据记者了解，单单在成都老年大学就开

设了文史、语言、书画、摄影、电脑、器乐、

声乐、舞蹈、中医保健、拳剑十大类课程，

其中还包括无人机摄影。

当然，除了政府和社会层面的重视

与支持外，这“届”老年人也格外给力，自

发地更新着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越来

越“潮”。戴大丽、黄雪筠的故事，只是无

数成都老年人拥抱新生活的缩影。新时

代的老人们用他们的时尚生活，生动诠

释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绽放出不

同的精彩。

年近70的“飞友”

成都这群特殊“飞友”普遍年龄
在 65 岁以上，在接触无人机航拍前，
有的甚至连智能手机都“玩”不转，而
现在他们不仅能用无人机记录自己
的生活场景与足迹，更学会了图片编
辑、视频剪辑，不少人的作品还上了
知名刊物，甚至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家住郫都区红光街道的黄雪筠是众
多老年“飞友”中的一位，她年近 70，
学会无人机航拍后，她的人生展现出
了宽广的视野。

黄雪筠年轻时在攀钢研究院工
作，是一名打字员。或许因为比同

龄人更早接触计算机，黄雪
筠一直对电子类产品

有 着 独 特 情 感 。
2011 年，黄雪筠退

休后定居成都，
丰富多彩的城
市 生 活 ，为 她
提供了接触更
多新兴事物的
机会。

退 休 后 的
第一个爱好就是

摄影。当时的专
业摄影器材并不便

宜，哪怕是入门级的单
反加标准变焦镜头，价格也

在万元以上。黄雪筠咬牙购入了一
套佳能单反，开始自学摄影。从最先
的半画幅单反到全画幅单反，从标准
变焦镜头到定焦镜头再到长焦镜头，
黄雪筠学会了摄影，同时学会了驾
驶，将旅行中、生活里拍下的图片进
行编辑、刻录⋯⋯她的电脑里，除了
大量摄影图片，满满当当的摄影技巧
和摄影教材就收集了几个GB。

2021 年，黄雪筠开着车带着家
人到泸沽湖旅游，在那里看到很多
人在放飞无人机。起初她不明白这
些人为什么要在景点放无人机，还

以为和遥控飞机一样，是一种“玩
具”。后来她认识了一位放无人机的

“旅友”，看到航拍照片，才知道无人
机的摄影用途。

航拍，为黄雪筠的生活打开了一
扇新的窗口。从泸沽湖回来，她开始
研究无人机。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摄影经验，但无人机仍是一个全新
领域，许多知识点难以理解。她意识
到，靠自己研究，可能有点难度。而
且对这个新兴趣，家人有点反对，劝
她别折腾了，毕竟还有刚出生的孙子
要照顾呢。

不过黄雪筠没有放下对无人机
的挂念。她悄悄地在老年大学报了
名，定期去听课，学习无人机的摄影
课程。黄雪筠说：“授课老师是无人
机专业的，很多似懂非懂的知识点，
听课后我全弄明白了。”

高空俯瞰视野更开阔

就这样，在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后，黄雪筠购入了一架大疆 mini2 入
门级的无人机。谨慎的她专门上网
查询哪里是禁飞区、哪里可以用无人
机航拍⋯⋯一切准备就绪后，她开启
了自己的航拍之旅。

“第一次航拍，我紧张得要命，生
怕飞机飞出去就回不来了，毕竟几大
千啊！”回忆起第一次放飞无人机的
经历，黄雪筠感叹，对新手而言，飞出
去不难，飞回来才难。幸运的是，她
第一次航拍川西坝子的油菜花田就
成功了。“虽然照片现在看起来很一
般，但那时我兴奋了很久。”

耍无人机的都知道一句话：“没
有摔过机的倒霉蛋，不是好摄影师。”
黄雪筠的无人机也摔了。2022 年夏，
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航拍时遇到大
风，无人机迷失在了茫茫草海之中，
最终她只找到了损坏的残骸⋯⋯

这次摔机让黄雪筠心疼不已，但
没打消她航拍的热情，航拍之旅仍然
在继续。黄雪筠说：“以前我虽然喜
欢摄影，但视角好有限嘛，只能从一
个个侧面去领略风景。航拍是从高
空俯瞰，全景式地展现，这让我视野
更开阔，心灵也得到了升华。”

事实上，航拍给她带来的还有更
健康的身体。为了避开禁飞区，黄雪
筠常常跋山涉水，去寻找更适合的点
位，在这个过程中，她的高血压、高血
脂等基础疾病都有了极大改善。在老
年“飞友群”里，她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为很多“新人”传授经验，普及知识。

黄雪筠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成都这座城市为老年人提供了绝佳
的学习平台，个人的兴趣加上努力，
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与时俱进，去拥
抱和享受时尚新潮的新生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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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字员到无人机航拍

逐梦的翅膀正年轻

无人机航拍，即使在年轻人中都算是一个新潮爱好。随着我国无人机

产业异军突起，无人机航拍在影视、商业拍摄以及业务拍片领域逐渐被广泛

应用。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用无人机航拍更是一个以全新视角来俯瞰大

地、记录风景、感悟自然之美的新玩法。近年来，无人机航拍成为许多人的

兴趣爱好，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交群体——“飞友”，黄雪筠就是其中一位老

年“飞友”，无人机航拍开启了她全新的生活。

黄雪筠航拍的成都双子塔

看！

戴大丽参加央视四套

﹃
乐活中国

﹄
表演现场

曾经的书店员工、劳模 打开人生另一面

“戴姐姐这个横劈太到位了，真漂亮！”“戴姐姐
在钢管上就像换了一个人，充满了力与柔的美感！”

“戴姐姐真的已经 77 岁了吗？我不敢相信。”⋯⋯
这些都是粉丝们打出的评论。

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中午十二点，这是戴大丽抖
音直播间开启的时段，从 2022 年直播间启动至今，
戴大丽坚持直播钢管运动一年多了，目前粉丝有
9.1万人。在抖音账号界面，对于自己，戴大丽是这
样介绍的：“中国最年长的钢管运动者，曾参加过中
国达人秀、出彩中国人等，退休后 70 多岁的人只想
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直播间里的戴大丽细心、耐心地讲解着钢管运

动的各项要点难点，对于部分动作，她还会攀上钢
管，亲身示范。优美的舞姿和苗条的身形，让人很难
联想到这是一位在今年年底就要满78岁的婆婆。

事实上，关于戴大丽的年龄，一直是让所有人惊
叹的话题，但更让人惊叹的，是戴大丽在钢管运动上
所取得的成就。她凭借着过人的舞技，参加过“中国
达人秀”“亚洲达人秀”“出彩中国人”“中国钢管运动
锦标赛”等比赛，惊艳全场，不仅如此，她还去过美
国、拿过冠军、获得过金奖。在任何场合提及年
龄，戴大丽总是骄傲地说：“我觉得自己还
很年轻。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
中国老人的风采，我很自豪。”

戴大丽除了钢管运动，还拓展到了吊环。相比
钢管，吊环难度更高，平衡更难掌握，但她依然凭借
努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戴大丽说，人老了，真的有太多放弃的理由
——受伤后的难眠之夜、失手滑落倒地后亲人们的
劝阻、白内障带来的视力模糊⋯⋯但一想到在空中
旋转时的舒畅、习得新技巧后的成就感，以及一些
舞友常说的“戴姐，不是看到你还在跳，我早就不想
跳了”之类的话，心里又生出坚持下去的信念。

前年，戴大丽的家从锦江区搬到了郫都区，后
来她在抖音上开启了个人的直播空间，通过网络社
交平台，推广钢管运动。她说：“我本身就是钢管运
动的推广大使，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了解
和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开启
新的老年生活。”

跳舞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戴大丽坦言：“第
一是身体变好了。我曾经有腰椎间盘膨出，饱受腰
痛之苦，跳舞后虽然手、腿肌肉会酸痛，但那是练习
带来的自然反应，腰痛是已经很久没有了。第二是

精神状态更好了。我曾经是一个沉默内敛的人，常
常可以自己安静地待上一整天，如今通过跳舞接触
了很多人，开启了广阔的人生舞台，我变得越来越
开朗，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和朋友分享生活。”

在戴大丽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开始尝试这项新潮运动。戴大丽说，2010 年前后
接触钢管舞时，成都几乎没有老人尝试，她只能单
独行动。如今，舞蹈学校里 50 岁以上的钢管运动
参与者越来越多，甚至还有 70 多岁的参与者。“虽
然他们未必能够像我一样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地练
习，但只要愿意参与，已经是迈开了人生中重要的
一步。”

记者在惊叹和好奇之余，请求现场观摩一下这
位“中国最年长钢管运动者”的风范，她欣然同意。
在戴大丽的练功房，她轻松地爬上那根竖立的 2.8
米钢管，动作娴熟，舞姿优美。采访结束，戴大丽一
手抓着钢管，一手翻着手机中的图片，笑着对记者
说：“其实，年龄从来都不是阻碍老年人追求新生活
的问题，只要喜欢，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会晚！”

直播钢管运动 粉丝逾9万

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追求新生活永不嫌晚

每次观看戴大丽的表演，总能令人心神旌荡，
对生命充满信念和力量。

戴大丽说，年龄“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而已。
我自己还很年轻，我享受在空中飞舞的感觉。”

戴大丽是钢管运动的爱好者，钢管运动让她实
现逆生长，每次表演总能赢得满堂喝彩。

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钢管运动锦标赛上，
比赛最后的压轴表演属于戴大丽。伴随舒缓悠长
的音乐，戴大丽在钢管上翩翩起舞。她体态轻盈，
浑似漫步太空，用力不露痕迹，地心引力似乎对她
不起作用。

比赛现场，包括日本、韩国选手在内的上百名
专业人士，一边欣赏戴大丽的表演，一边赞叹。他
们在赞叹戴大丽演绎的生命奇迹。

无条件的热爱，是她战胜衰老的秘密。
为此，她可以每周和小伙子、小姑娘们一样训

练三次，每次至少两个小时。
为此，她可以忍受浑身的跌伤，青一块，紫一

块。
为此，她可以自费去参加表演，不求名利。
热爱体育运动，让一个平凡的成都退休职工创

造出奇迹。 据新华社

77岁，中国最年长钢管运动者

我享受在空中飞舞的感觉

戴大丽接触钢管运动的时间并不算早。她退
休之前是成都新华书店的发行员，负责图书的打包
与分发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评选为成都市
劳模。

退休后的戴大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平静
的生活，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散步遛弯，享受着传
统家庭的天伦之乐。59 岁那年，丈夫因病离世，戴
大丽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勉强走出情绪谷底。

2010年，戴大丽收到了女儿的一份礼物——健
身卡。健身，对那时的她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平日里
最多就是跳跳广场舞而已，在健身房，那会是怎样一
番光景呢？戴大丽带着忐忑和看稀奇的心情走进了
健身房。在那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位小姑
娘在钢管上跳舞，那种陌生的舞蹈充满了力量与美
感，在旋转腾挪间，流露出别样的魅力。

戴大丽心动了，她也想学。她找到老师表达了
学舞意愿，老师惊讶之余，答应了她的请求，并嘱咐
她：“你年纪偏大，要学可以，但一定要循序渐进。”

六十多岁开始学习钢管舞，其中的艰辛难以想
象。光是爬钢管，戴大丽就练了很久。“反正不是三
五天的事，我力量不够，爬上去就要掉下来。”虽然小
时候有一些民族舞的底子，但工作后戴大丽就一直
没有再接触舞蹈，基本功必须从头练起，再加上两手
还有职业病——腱鞘炎，握管时手部力量不足。

为了训练力量，戴大丽在家里装了一根 2.8 米
的钢管，下课回家后还要再练一个小时。随着练习
难度增加，受伤成了家常便饭，最严重的时候，手
臂、大小腿、脚背上全是淤青。“别人不知道，还以为
是家暴呢！”戴大丽开玩笑说，“其实家人对我都非
常支持，小女儿之前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后来看到
我的进步，也就100%支持了。”

就这样，一年多的时光匆匆而过。2012 年，戴
大丽受邀参加了《中国达人秀》。在节目现场，她
轻巧地爬上钢管，展示了钢管舞的扯旗、速滑、跪
杆等动作，台下评委被她的表现震惊，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之后在《亚洲达人秀》上她再次惊艳全
场。曾在中国钢管运动锦标赛中担任一级裁判的
王建说，戴大丽擅长太空漫步、“V 控”、速滑以及
各种“一字马”，这几个动作对基本功要求很高，考
验身体的柔韧度及控制力，对高龄的戴大丽而言，

每个技巧都是挑战，但“她
从不偷工减料”。

2018年，在IPSF中国首届
钢管运动锦标赛中，戴大丽表
演了难度极高的速降：用双腿把
自己固定在4 米多高的钢管上，在
1秒时间里速降到离地面1米左右的
位置，再稳稳停住。在完美结束了一系列
表演动作后，她斩获了 50 岁以上年龄组冠军。
2019年，戴大丽又作为第二届中国钢管运动锦标赛
的压轴嘉宾出场，精彩表演赢得了台下的阵阵喝彩。

戴大丽在家中练功

﹃
乘风破浪

﹄

的奶奶们

戴大丽近影戴大丽近影
吴亦铮吴亦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