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快递时沙袋绑腿，下班后夜跑加练，
平凡的快递小哥栾玉帅，通过不懈努力，在
生活的赛道上跑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从北
京半马的非职业选手第一名再到巴黎奥运
会的大众组参赛者，栾玉帅一直在用他的速
度和毅力，诠释着属于自己的“飞驰人生”。

栾玉帅生在大山，长在大山，老家的那
条山间小路，让他一路奔跑，或是上学放学，
或是进山采药，他从没停下过脚步。来北京
打工生活之后，他凭借“跑得快”成为一名出
色的快递员。

“我是2015年来的北京，来北京之前我
就想好了，先找个快递工作先干着，它可能
门槛不是那么太高，只要肯付出辛苦，就能
赚得更多一些，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那时
候就是想着多挣钱，让家里人生活得好一
些。我们每天从早上卸车、分货、给客户送
货，不停地往返客户和公司之间，不停地跑
上下楼，也打下了良好的体能基础。”栾玉帅
回忆说，“2017年的一天，那时候我还送着
货，我们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马拉
松。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在我的概念里马拉
松属于极限运动，都是专业人士跑的，普通
人可能没法去挑战这种极限运动，可能有一

些风险，领导也找到我，在他们的鼓励下，我
寻思那我也挑战一下自己，万一我行呢，就
这样踏入了赛场。”

这一次，他的成绩是 4 小时 23 分 43
秒。“最终通过终点，当时特有成就感，我完
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让我找
到了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很多事情，心
态上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不管什么事情只要
努力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

后来，栾玉帅每跑一场比赛，成绩都是
以5分、3分、2分这种速度往前提升，那时候
他就是想看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就会更
多在下班后的时间多去跑一跑，当时是在北
京交通大学跑步。

作为一名普通快递员，栾玉帅又是怎样
跑进巴黎奥运会的？他说，2021年在网上看
到巴黎奥组委面向大众，也可以参与马拉松
赛事，觉得自己也许会有机会，一定要努力
去争取一下。他在官网上注册，发现得达到
10万积分，才有资格进入抽签池。像跑步、
游泳、骑自行车、滑雪、走路都可以，临近报
名截止时，他终于攒够了积分。“中签的时候
我就跟极少数的几个人说了，我也没有发朋
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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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女孩立志成为一名临床医生

北大毕业三年后，再进考场考中上交

栾玉帅接受采访 央视新闻截图

“跑得最快的快递小哥”
要去巴黎奥运会跑马拉松

1985年出生的栾玉帅，曾在2021北京半马比赛中跑出了
1小时10分31秒，获得“非职业选手第一名”的好成绩，被网友
称为“跑得最快的快递小哥”。如今，他再次刷新身份，获得了
参加巴黎奥运会大众组马拉松比赛的资格。

栾玉帅和妻子王海萍2023年领证结了
婚，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过婚礼，在妻子
看来，形式上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她更看重
和丈夫齐心协力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如今，
她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丈夫跑好马拉松，在
巴黎奥运会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因为聘请不起专业的营养师和康复训练
师，妻子王海萍自学饮食营养和康复训练，承
担起了为丈夫准备餐食和协助他进行日常训
练的任务，默默支持着丈夫备赛奥运。而在
这个过程中，夫妻俩也更加默契。

现在距离8月5日出发去巴黎，还有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栾玉帅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还
要每天坚持早晚训练，他的赛前状态怎么
样？“因为马拉松积累跑量是非常关键的一
点，适当要增加一些跑量，平时多做一些核心
力量的训练，这个其实对跑步有很大的帮

助。这段时间可以舍得稍微多花点钱，买点
好吃的。”栾玉帅说，“我们本身就是大众组，
业余跑者，我觉得健康快乐地跑，不断超越自
己就挺好的。这次我倒没有说给自己定很清
晰的目标，其实这次巴黎奥运会（马拉松项目
大众组）本身也没有名次奖，也不分排名，更
重要是鼓励大家，全民参与到运动当中，然后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栾玉帅说，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
鼓励、关注和支持，给了他非常大的动力，让
他更有力量去训练。看到那些奥运健儿参加
奥运会，获得了冠军，披着国旗在场上跑，自
己觉得真的特别骄傲，特别自豪。“如果有那
样的机会，我也会披一面国旗，为祖国争光，
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还是希望大家能
够给予我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我一定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跑。” 据央视新闻

目标巴黎！工作备赛两不误

从心动到行动
在中学阶段，陈如月的学业表现十分优

秀。201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她被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随后进入金融专业，在
当时是大众所认可的热门专业。

想学医的萌芽大约起始于大二时，大一
的学习以基础课为主，大二开始金融相关专
业学习后，陈如月慢慢发现，虽然并未遭遇学
习障碍，但金融并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

“从小到大，尤其是在北大读本科时，我
反复思考了很多的职业，最后我发现我兴趣
最大，也最适合的是医生。”陈如月说，医生是
一个直接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医生的价值直
接体现于交互过程中服务对象的反馈，“这样
的职业对我而言，它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和
患者面对面，为患者提供帮助，是医生的职责
和使命。”

到了大三，想转轨的心意更明晰了。
2020年新冠疫情的出现也起了很大的助推作
用，“白衣天使成为逆行者，救死扶伤的社会
责任感让我热血沸腾。医学之路于我而言是
一条艰苦挑战和成就感并存的道路，挑战越
大，成就感越大，这也是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
格外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到了大四，陈如月选修了许多生物学相
关专业课，努力向临床医学领域靠近。本科
毕业后，她加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沉
简教授的实验室团队，参与科研工作。

众所周知，要想在我国成为一名临床医
生，常规路径是高考填报医学院，攻读临床五
年制（本科）、临床“5+3”一体化（本硕连读）
或者临床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方有资格
参加执业医师考试。

这意味着，如果本科不学临床医学，基本

与医生职业无缘了。经过知识的补充积累与
科研实践，陈如月曾申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

“4+4”试点班项目，即4年非医学专业教育+
4年医学教育，最终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该项目面向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本科毕业生，
招生人数较少，竞争非常激烈。遗憾的是，陈
如月最终未被录取。

高考6年后，她再次备战高考
2023年，打算再战高考时，陈如月仔细考

虑过去哪里备考：参加社会机构的复读？还
是在家里自学？经过仔细比较，作为上实校
友的她更相信自己的母校。

她回到上实向老师们谈及了自己这一
“石破天惊”的决定。“学校很受触动，决定帮
助她。在高三的教室里，为她留一个座位。”
上实校长徐红、常务副校长瞿祖芳和当年带
过她的班主任、高中部主任朱琳等众多老师
都给予了支持。

此时距离陈如月第一次高考已过去6年，
教材全部改版，校长和老师们不仅帮她梳理
新课标的学习要点，和她一起进行学习规划，
更关注她的备考心理，尤其是给予精神鼓励，
这让陈如月感到非常温暖。

乐见更多优秀学子从医
回忆第二次参加高考的三天，陈如月觉

得自己不算紧张。也许考前会有一些担忧，
毕竟只复习了一年，要与拼搏三年的年轻高
手们同台竞技；真正进入考场之后，就很专注
地答题了。

此后就是等待高考出分：最终，她的分数
入围上海交大医学院综合评价面试，随后，她
便积极投入到综评面试的准备中。

综合评价批次招生是新高考改革后推出

的一种特殊招生方式，它结合考生的高考成
绩、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以及院校的专业测试
成绩确定最终的录取结果。2024年参与上海
市综合评价批次招生的试点院校包括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1所院校。

在上海交大医学院综评面试时，陈如月
的经历不出意料地成为了考官们面试的重
点。她详细解释了自己一路走来所做的种种
努力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其中一场面试
时间也有所延长。

陈如月记得，当时有位面试的老师问她，
“你付出了这么多，如果没被交医录取，你怎
么办？”

她对此胸有成竹，“如果没有能进入交
大，我依然能够在别的医学院就读，选择重
新高考的优势就在于这里。”高考只要考出
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就有不同层次的医学
院可供选择。“只要进了临床医学的大门，我
的未来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陈如
月说。

近年来，医学专业炙手可热，今年，上海
交大医学院的综评分数线比去年上涨了足足
10分之多，当被问起如何看待考生对于医学
专业的热情增长这一现象时，陈如月给出了
自己的分析：“对于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是非
常合情合理的。从往年数据看，优秀综合型
高校里医学部的分数线往往低于本部。但放
眼世界，也存在优秀学生选择从医的大量例
子。”

她说：“我很乐意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
去看待医学院分数线提升的现象，我愿意把
它理解为如今有志于从医的优秀学生数量逐
渐增加，这对于医学专业而言是件好事，对于
社会而言可能也是一个良好的导向。”

据澎湃新闻
2024年高考后，陈如月在校友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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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8日傍晚，点击进入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的高考综合评价批次录取查询
通道，“录取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
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方向）”字样进入眼
帘，24岁的陈如月长舒了一口气，为了学医
重新踏入高考考场，近六年的努力，近一年
的高考冲刺，终于在这一刻梦想成真！

2017年，她从上海市实验学校（以下简
称“上实”）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完
成本科学业的同时，对医学的热爱也与日俱
增，立志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为圆梦学医，
2023年，毕业两年的陈如月决定重新备战
高考。

天生跑得快，成为快递员结缘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