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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城·圈子

喝泉水长大的老头们

采访那天中午，省城天气一如往常地

闷热。王府池子边上活跃着一群老年人，

他们是省城有名的老年跳水队。只见其中

两人走向水边，看准水面、深呼吸、双臂伸

展、腾跃、入水……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其中一人是这支老年跳水队的副队长刘

保国，年逾五旬。

从水里出来，队员张伟在刘保国身边
调侃：“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说话时

神情颇为得意，“就心理年龄来说，我觉得

我们只有二十多岁。”

刘保国从小生活在王府池子旁边，喝

着泉水长大，用他的话说就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他小时候的暑假几乎都是穿着

母亲缝的小裤衩度过的，每天必做的一件

事情就是练习游泳，觉得冷了就爬上来坐

在石头上暖和一下，然后再纵身跳入池

中，乐此不疲。

如今参加了泉城跳水队，刘保国的生

活就更丰富了：每天下了班就来王府池子

游一圈，每个月都随队去泰山或长清大学

城等地跳水。他

2009年随队参加

青岛国际海洋节业余跳水比赛获得了二

等奖，也为团队争了光。

哪里有水，哪里就有他们

说起这支跳水队算是有些年头了。

2004年，酷爱跳水的孙正民和刘遵元召集

身边的游泳爱好者成立了“泉城跳水队”，

至今已发展到来自各行各业的20余人。如

今这个团队中除了三人还在工作之外，其

余的都已退休，年龄最大的赵方泉已经74

岁，最小的王鹏40岁，还有女队员。跳水队

员们从小就戏泉弄水，与水结下了不解之

缘。

自跳水队成立以来，他们除了天天到

王府池子或者五龙潭跳水之外，还组织了

无数次户外跳水活动：在险峻的泰山天柱

峰顶展翅翱翔，在钟灵俊秀的卧龙峪拥抱
大自然，在四面环山的兴隆水库畅游，长

清大学城、砚池、百脉泉、青岛栈桥也是他

们常去的地方，甚至足迹远至北京、天津、

海南、新疆、广西等地。

“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队长孙正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户外跳水

游泳活动带给他们高空跳水的刺激快感，

让他们神采飞扬、青春焕发，也给队员们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他敢从泰山天柱峰上玩跳水

孙正民今年69岁，退休后便每天进行

游泳跳水锻炼，现在是泉城跳水队的队

长、济南市冬泳委员会委员。

“2007年5月27日我第一次到泰山天
柱峰跳水。”孙正民回忆，“2007年水库水

量丰富，高度只有12米。2009年我跳的时

候就有15米了。”老爷子轻松地说道，“我

都是选择能跳水的最高位置跳。”当记者

问他从这么高的地方跳水是否害怕时，

“不害怕，很舒服，挺刺激，棱潇洒！美中不

足的就是空中的姿势不够优美，蜷腿了。”

老爷子有些遗憾地说。

接着，他给记者展示了“飞燕、子弹

头、镰刀、前空翻、后空翻、油焖大虾、僵

尸、斜飞燕”等跳水动作。他在天柱峰跳水

的动作就是经典的“飞燕”。孙老爷子天柱

峰首跳的全过程被泰安八十八医院的一

位范医生拍了下来，后来被传到了网上，

使老爷子一下子变成了点击率超高的“网

络红人”。从2007年到2009年，他在泰山天
柱峰先后跳了8次，最高的一次达到了15

米。

爱跳水更加爱泉水

高空跳水是一项危险运动，尤其是济

南泉水水位比较浅，不适合正规跳水比赛

中的“直入”姿势。外地的跳水运动员往往

不敢跳，但熟稔泉城水况的泉城跳水队却

在这一片神奇的水域里活跃着。队员们在

继承了传统入水动作的基础上，还设计了

一套以济南土话命名的入水动作：飞燕、

斜飞燕、前空翻、后空翻、油焖大虾等。

不过，他们也并不是一群唐突的冒险

者。每次跳水前他们总会先下水游一遭，

摸清了水情才敢跳。

跳水队员们对泉水有着深挚的感情。

“爱泉护泉，不是光在那里看。”孙老爷子

说。据他介绍，以前他们一直担负着王府

池子的清理工作，义务清理池子里的垃

圾，“后来有专职的清洁队了，咱们才不干

了，不能抢人家饭碗哪！”老爷子幽默地

说。除了平日里扫除水中的垃圾，泉水水

位什么时候上升了，什么时候下降了，他

们都及时地给“12345”打电话，可以说是

济南城中最关心泉水的一群人。

泉城跳水队：一帮爱玩高空跳水的老年人

不不害害怕怕，，很很舒舒服服
挺挺刺刺激激，，棱棱潇潇洒洒
本报记者 董钊 实习生 徐焱 范昌丽

每天清晨，在济南的护城河、王府池子边上活跃着一群特别的人：虽然绝
大部分已步入老年，却个个生龙活虎、身怀绝技。他们或轻如飞燕，或快如闪
电，一个个惊人的前空翻、后空翻总能赢来围观人群的阵阵欢呼。

这是一帮退了休的老头儿，他们饮着泉水长大，不光爱泉水，还爱挑战。
泉城跳水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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