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天，63岁的廖琼玉正张罗着这
个“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畅游三
亚湾，这也算是三亚市冬泳协会的一个

“保留节目”——春天已到，协会里的一些
“候鸟”就要“飞”回各自家乡，再见大约在
冬季。

三亚市冬泳协会会长赵德进放心把此
事交予“廖秘书长”，此前他眼见这些女会
员水中如鱼穿梭，岸上能歌善舞，“没有她
们干不了的事”。

正值3月，火红的木棉花绽放在三亚
街头，廖琼玉和高文彦、杨玉萍、陈莉君商
量畅游的时候，不约而同穿上了协会的红
色T恤，与街景相映成趣。姐妹四个一碰
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扑哧一笑。

■从2号到5号

廖琼玉从小喜欢游泳，一直没学会。
她的祖籍是江西，但在海南出生、长大，工
作生活至今，无处不在的大海给予她太多
的诱惑。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廖琼玉来到
三亚，开始系统学习游泳，学着学着、游着
游着，身体越来越好，就更加喜欢和痴迷。

2008年那会，与廖琼玉后来相处如闺
蜜般的高文彦、杨玉萍等一众姐妹还不尽
相识。她们的“媒人”，是大海。

69岁的陈莉君是湖南长沙人，2014年

来三亚过冬，自此成为“候鸟”，每年春节

都在这里度过。

“我们爱好游泳的人在三亚湾都有

‘基地’，基本都选在某个洗手间，因为可

以冲澡、放置装备，特别方便。”陈莉君记

不起与廖琼玉结缘的具体日期，“反正那

时候我们在2号公厕，她在5号公厕，距离
不远，经常能碰见。”

人都慕强。在陈莉君的印象里，廖琼
玉“一直游得快”，暗自佩服的同时，也想

“较量较量”。有一次,她跟在廖琼玉身后
下水，游向同一目标。“眼看她越游越远，
我觉得实在追不上了，就念叨着‘大海无
边, 回头是岸’，游回沙滩。”

50岁的杨玉萍同样来自长沙，2019年
之后才开始“游户外”，在湖南游过湘江。
来三亚后，彻底折服于这里的碧海蓝天，
看到大海就像看到“亲人”，激动之情无以
言表。与廖琼玉等人结识后加入三亚市
冬泳协会，自此每年要在三亚待上4个月
左右，冬天来，春天归。

67岁的高文彦等其他女会员与廖琼
玉的相识经历大体相同，彼此有平行有交
集，2019年三亚市冬泳协会成立后，姐妹
们汇聚到一起，一些人的装备也从2号公
厕搬到了5号公厕。

让陈莉君印象深刻的是2022年1月9
日那次挑战——三亚市冬泳协会组织会员
要游到一个小岛，她的伙伴不仅有协会的
姐妹，还有丈夫彭国伟同游。大约两个半
小时后，他们上岸登上小岛，兴奋极了。

这次活动，陈莉君与姐妹们不仅与同
行的男会员完成挑战，出发前还听到了关
于这个小岛的传说：

相传，天上七仙女想在人间觅得一个
美丽清幽的玩耍之所，求助于观世音菩
萨。于是观音挑起箩筐，日夜填海，填到
第 99 担的时候，海南岛已经成形……第
100担土落在海里，化作小岛。

这般传说和故事，让她们更加向往神
秘的大海，更加喜欢海南和三亚，甚至乐
不思蜀。

■从五湖四海到五湖四海

虽说三亚一年四季可以游泳，虽说这
里有相亲相爱的姐妹，但是春暖花开之
时，也到了短暂“告别”之际。

3 月 6 日，三亚市冬泳协会特别在三
亚湾为女会员们组织了一次游泳活动，接
下来的3月 8日，在西岛还有专门的庆祝
和聚会——这个3月，是“娘子军”的主场。

不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回归五湖
四海，并不意味着这一年不能重逢。廖琼
玉说，她们有一个口号：“游遍祖国的江河
湖海”。三亚市冬泳协会与各成员所在地
游泳协会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游过
长江、游过黄河，游过松花江和嘉陵江，

“全国泳友一家亲”。今年他们的目标，也
许就是高文彦、陈莉君她们所在地的湖
海。

廖琼玉说，海南岛内更不必说，可游
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只要是公开水域、有
足够的安全设备，都会去尝试挑战。而
且，每次游泳前，都要派人去考察水域特
点和安全性，途中也有船只跟随安保。

除了 2022 年 1 月 9 日那次“登上小
岛”，廖琼玉等人还游过万宁、乐东、陵水、
东方等地水域，足迹遍布海南。

2022年 6月 1日，三亚市冬泳协会联
合武汉市游泳协会、长沙市冬泳协会横渡
长江武汉段，全程 5公里，廖琼玉与陈莉
君、廖海莲3名女会员参加。廖琼玉形容
此行“老友相见，倍感亲切”，像长沙市冬
泳协会的杨玉萍也是三亚市冬泳协会会
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中共进，不亦
乐乎。

廖琼玉等人还参加过更远距离的海中
游泳：8.02公里，耗时3个小时左右。那次
是在陵水，参加的三亚市冬泳协会和东方
游泳队的26人全部完成挑战。

2021年2月22日，三亚市冬泳协会组
织的“横渡万宁”活动，让大家见识了什么
叫“四海之内皆兄弟”，参与的 35人分别
来自海南、北京、辽宁、黑龙江、新疆、河
北、陕西、四川、湖南、福建和江西等省份。

有些事情水到渠成。2023 年 4 月 2
日，第23届全国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在海
南定安南丽湖醉花岛湿地文化旅游区开
赛。经过角逐，三亚市冬泳协会获得团体
第一名——这是一份实打实的荣誉，参加
比赛的是全国高水平游泳爱好者组成的
25支队伍，来自12个省份。

■从大海到岸边

赵德进说，三亚市冬泳协会有118名

会员，平均年龄 60 岁，其中女性占比
60%，来自全国各地。“她们当中有退役的
专业游泳运动员、教练员，有医生、文艺专
业人士等，每年秋冬季节汇集三亚，以公
开水域畅游大海为主导，还在协会的组织
下开展各项文化体育活动。

他所说的“没有她们干不了的事”，就
是除了游泳的“主业”，廖琼玉们还组织活
动，唱歌跳舞无所不能。高文彦的拿手戏
是陕西民歌“圪梁梁”，“就是王二妮唱的
那个—— 哥哥你站在圪梁梁上，妹妹我站
在那个沟，心事要是对了，你就摆摆手
……”

廖琼玉说，这些“文艺方面的事”，得
益于她们年复一年保持游泳，每天 2到 3
公里，既锻炼了身体，也愉悦了心情，让自
己总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也更加热爱
生活。

陈莉君的骄傲不止于此。“我们家姐
妹3个，在家乡都是冬泳队队员。有一次
去新疆旅游，同车的一位医院院长得知我
们喜欢游泳，说你们肯定没有颈椎病，真
遗憾没有早点相识，以后一定要加入游泳
的队伍。”她说，自己的“泳伴”，丈夫彭国
伟越游身体越好，“每次出去旅游，那些年
轻的导游都走不过他。”

类似的场景，廖琼玉她们在体检时经
常遇到，医生总是羡慕地说“我也想和你

们一起游泳，可是没有时间啊”。
廖琼玉说，坚持游泳既有时间的原

因，也有毅力等其他因素。也有不少姐妹
来学习游泳，有的游了几次感觉特别累，
回家就犯困，打了退堂鼓；有的嫌脱衣、穿
衣麻烦，上岸后身上带着海水，咸咸的，冲
几次也冲不干净，还要清洗头发，时间长
一点就放弃了。

能够坚持下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廖琼玉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因为游

泳形成了良好的生活、工作规律：早晨5点
起床，6点到三亚湾下水游个3公里，回来
后上班、下班，比那些年轻人都精力充沛，
晚上还能陪老父亲下几盘跳棋。“不过，游
泳前不能空腹，我每次都是吃一个苹果或
几块饼干。”

杨玉萍开始游泳时，1000米远都感觉
“累得不行”，现在游个两三公里意犹未
尽，“我每次游回岸上，还要舞一会龙，就
是开心。”

说起在三亚游泳的话题，陈莉君说她
第一年的时候喝了一口海水，“好咸，像吃
了两个咸鸭蛋。”她们又不无“傲娇”，“三亚
有这么好的资源，大海、蓝天、白云，我们游
过好多地方，只有三亚把我们留住了。”

再说起以后怎么游，廖琼玉她们想了
想，异口同声地说：“学习游泳后，我们的医
保卡基本没用过，以后争取用不上！”

下水前的“热身”，三亚市冬泳协会几位女会员像是在跳一曲“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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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会员们登上小岛后庆祝。

63 岁的廖琼玉在大海里畅游。

三亚市冬泳协会的“夫妻档”：来自湖南的陈莉君和彭国伟。

三亚市冬泳协会女会员与男会员一起挑战大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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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勇于挑战，来自五湖四海又畅游五湖四海
她们热爱生活，以游泳强身健体精神焕然一新

巾帼“泳”士，在三亚与大海共舞
本报记者 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