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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山上疾速滑下，中国队选手朱大庆

以一个完美的漂移动作停在了比赛结束区，

尽情享受现场的欢呼声。在北京冬残奥会高

山滑雪女子滑降视障组比赛中，朱大庆和领

滑员闫寒寒配合默契，拼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冬残奥会上收获的首枚

奖牌。

3 月 5 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后首个比

赛日，残奥运动员们追求卓越，勇于挑战，在

竞技中展现了高水平。中国代表团在残奥高

山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比赛中收获 2 金 3 银

3 铜。

朱大庆是一名从残奥田径项目跨界到残

奥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作为视觉障碍选手，她

克服了种种困难，能站上残奥高山滑雪的起

点对她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挑战，更不用说以

120 公里的时速飞驰而下了。

练习残奥高山滑雪 3 年来，她早已习惯

了摔倒和受伤。就在两天前的公开训练中，

朱大庆撞上了旗门，摔在赛道上，所幸伤情并

不严重。“第一次滑行时会害怕，但我很享受

残奥高山滑雪带来的速度与激情，希望在挑

战中不断提升自己。”朱大庆说。

朱大庆勇夺银牌，极大鼓舞了之后出场

参赛的队友，也吹响了中国队选手拼搏奋进

的号角。

在残奥冬季两项短距离项目上，中国队

展示了整体优势，实现冬残奥会雪上项目金

牌零的突破。

在男子短距离坐姿组比赛中，首次参加

冬残奥会的刘子旭淋漓尽致地发挥，充分展

现了自信。刘子旭在射击环节 10 发全中，最

终以 18 分 51 秒 5 的成绩夺得金牌，他的队友

刘梦涛获得铜牌。

中国代表团北京冬残奥会首金、中国队

选手残奥雪上项目首金、个人项目首金……

刘子旭夺得的这枚金牌创造了一连串纪录，

分量十足。“前两天训练时，射击成绩并不理

想。但在比赛中，我专注于每一次击发、每一

段滑行，展现出最好的状态。”刘子旭说，“参

加冬残奥会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残

疾人冰雪运动的最高舞台，也为残疾人运动

员提供了一个为国争光的机会。”

在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站姿组比赛

中，中国队选手郭雨洁和赵志清分别获得金

牌和铜牌。在坐姿组比赛中，单怡霖获得银

牌。姑娘们赛后绽放出甜美的笑容，和队友、

教练紧紧拥抱庆祝。

“残奥冬季两项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动静

结合’，滑雪的时候全力冲刺，射击时要尽快

调整状态，精准击发。”郭雨洁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参赛经历鼓励更多残

疾人朋友走出家门，参与冰雪运动。只要奋

力拼搏，残疾人一样可以创造精彩的人生，回

报社会。”赵志清说。

在残奥高山滑雪女子滑降站姿组比赛

中，中国队选手张梦秋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

枚银牌。她说：“与之前的训练相比，我今天

放得更开，滑出了水平。练了 6 年，终于等到

今天的圆梦时刻。”

在 4 年前的平昌冬残奥会上，刘思彤是

残奥高山滑雪项目上唯一取得参赛资格的中

国队选手，她在女子回转和大回转比赛中分

别获得第六名和第九名。如今在北京冬残奥

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坐姿组比赛中摘得铜

牌，赛后面对媒体采访，她十分激动，不到 5
分钟连续说了 5 次“享受比赛”。

“每次进入出发台，我都是带着梦想滑下

来的。这几年，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队取得了

巨大进步，感谢国家，感谢所有教练和工作人

员的辛苦付出，这让我们在比赛中感受到强

大的精神力量。”刘思彤说。

对残奥运动员来说，无论取得什么样的

成绩，能进入冬残奥会的赛场，就是令人敬佩

的。他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对冰雪运动的热

爱，也以顽强拼搏、勇于挑战的姿态激励着所

有人。

拼搏成就梦想 奋斗创造精彩
本报记者 李 洋 王 亮 杨笑雨 唐天奕

本报北京 3月 5日电 （记者孙龙飞、闫伊乔、刘若轩）在

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表示：北京冬残奥会

场馆规划建设、竞赛组织、赛事服务、疫情防控等方面工作同

步推进，全力确保北京冬残奥会和冬奥会同样精彩。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表示，按照残奥整合

工作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将冬残奥会特点和需求充分纳入赛

事 各 项 运 行 和 服 务 中 。 住 宿 方 面 ，各 冬 残 奥 村 按 照《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标准建设无障碍设

施，为残奥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优质服务。医疗方面，确定

了 41 家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针对残疾人的特殊医疗救助

服务培训，在相关场馆提供轮椅、假肢维修服务和导盲犬服

务。交通方面，投入 1898 辆车辆服务冬残奥会，其中包括 280
辆无障碍车辆。安保方面，制定人性化安检规范，为残疾人接

受安检提供便利。志愿服务方面，9000 余名志愿者服务冬残

奥会，其中有 12 名残疾人志愿者。

近期天气转暖，延庆和张家口赛区雪上项目赛场面临高

温、融雪、大风等气象风险影响。对此，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

言人赵卫东说，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是在

阳坡和易受影响的区域增加造雪量，二是通过储存雪量及时

对雪道开展塑形工作。在比赛前，我们将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防止高温天气影响赛道雪面软化。另外，我们也与国际残奥

委会、国际冬季残奥单项体育联合会建立了赛事日程变更机

制，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在疫情防控方面，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

黄春表示，冬残奥会与冬奥会一样，防疫原则遵循第二版防疫

手册，实际工作中针对残奥赛事特点和残疾人实际情况，进行

了相关人性化安排。他举例说，对于身体原因造成体温异常

的人员，经查验相关医学证明材料和专业人员现场判断后，可

以正常参赛；无法佩戴口罩的残疾人士可以改为佩戴防护

面屏。

国际残奥委会新闻发言人克雷格·斯彭斯高度肯定北京

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如果说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为残奥运动

开启了新篇章，那么我们相信，北京冬残奥会将为残奥运动树

立新标杆。”他说。

北京冬奥组委表示：

全力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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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 月 5 日，刘子旭在残奥冬季

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组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②：3 月 5 日，郭雨洁在残奥冬季

两项女子短距离站姿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图③：3 月 5 日，朱大庆在残奥高山

滑雪女子滑降视障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雪花》的悠扬旋律再度在国家

体育场响起。3 月 4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拉开大幕。在 9 个比赛

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残疾人运动

员将在“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

残奥价值观引领下，在北京冬残奥

会赛场展现自己的多彩人生。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冬残

奥圆舞曲》表演中，伴着旋律，一群

听障舞蹈演员在手语老师的引导

下，与健全人舞蹈演员默契配合，翩

翩起舞；入场仪式上，残疾人合唱团

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迎接国

旗；倒计时表演《激励》中，代表冬残

奥会六大竞赛项目的运动员们从现

场雪道疾驰而下，滑入场内……开

幕式上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恰恰也

是残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的写照。

3 月 5 日 ，残 奥 高 山 滑 雪 赛 场

上，安道尔代表团唯一一名运动员

达维冲过终点后重重摔倒，又坚强

地站起，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祝贺

你！”比赛结束之后，获得铜牌的中

国队选手刘思彤与法国队选手热情

互动，两人在以往比赛时便结下深

厚友谊。拼搏和友情，自强与坚韧，在赛场和生活中都是残

奥运动员们的“主旋律”。

“你再也无法行走了”，20 年前，彼时只有 27 岁的法国

姑娘埃尔南德斯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坐上了轮椅，

丢掉了工作，然而埃尔南德斯并未向命运低头。她坚持复

健，还参加了索契和平昌两届冬残奥会的越野滑雪比赛，并

夺得了奖牌。如今，她开启了第三次冬残奥会参赛历程。

每一名征战冬残奥会的运动员，背后都有撼动人心的

故事。这里有突破，23 岁的奥地利姑娘埃德林格是一名残

奥越野滑雪运动员，还是一名体育记者，通过努力，她为自

己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里有温暖，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仪

式上，美国运动员乌姆斯泰德作为代表团旗手入场，她是一

名视障人士，生活中为她担任“向导”的丈夫陪在她身边，感

人的一幕带给人们别样的温暖。

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

上的演出所诠释的，也是残奥运动员们的日常生活。在冬

残奥会的舞台上，他们用自信激励所有人，同时也通过赛场

上的卓越表现，进一步唤起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

北京冬残奥会已经搭建好舞台，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残奥运动员在这里写下动人的诗篇。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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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下去就行！能滑下去我就胜利了！”

面对垂直落差 600 余米的“雪飞燕”赛道，站

在海拔 2000 多米的出发点，27 岁的孙鸿胜大

吼一声，疾驰而下。3 月 5 日中午，北京冬残

奥会高山滑雪滑降男子站姿项目比赛在延庆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展开，一名中国队选手吸

引了现场所有人的关注。

缺失双臂的孙鸿胜无法借助雪杖保持平

衡，只能运用身体在蜿蜒陡峭的赛道上闪转

腾挪。只见他滑出优美的曲线，在 34 道旗门

中灵活穿梭。跃过最后一个坡，孙鸿胜帅气

地冲过终点，现场所有人紧张的情绪立时化

作热烈的掌声。1 分 28 秒 00，孙鸿胜完成了

比赛，实现了“滑下去就行”的目标。此刻，成

绩与名次都不再重要，人们记住了他冲过终

点后的轻盈和洒脱。

“那就再唠会儿！”赛后接受采访时，孙鸿

胜特别豪爽、大方，让人顿生敬意。

孙鸿胜小时候因高压电击失去双臂，与

同场竞技的众多高手相比，他“滑下去就行”

的目标似乎很低，但对他来说已是很大的挑

战。刚刚出发，他的成绩便已落后。“出发时，

我 无 法 用 雪 杖 滑 行 ，不 能 获 取 更 快 的 加 速

度。比赛中，我很难单靠身体压住雪道给雪

板造成的反弹力。在训练中，速度快或者风

大的时候，我被侧风吹出赛道、撞上防护网也

是常有的事……”孙鸿胜坦承，缺失双臂，在

比赛中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在国际赛

场上，他是自己这个级别残奥高山滑雪滑降

和超级大回转项目唯一一名无臂选手。

出发便处于劣势，孙鸿胜却从不认输，而

是将勇气和拼搏化作“隐形的翅膀”。只能靠

身体，那就强化力量，通过瑜伽球和平衡球来

训练平衡感。经常被吹出赛道，那就让足球、

篮球从一旁砸在自己身上，强化在受到强大

外力时保持重心的感觉。“这也给教练出了不

少难题，因为他们以前也没教过我这种情况

的运动员。”孙鸿胜说。

为了让孙鸿胜找到更好的身体感觉，教练

们不断开动脑筋。用一两公斤的球在孙鸿胜

的肩膀上敲打，让他体会回转项目身体打旗门

的触感。他说：“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希望

能够多一些和我同样情况的选手参加比赛，大

家共同提高。”

孙鸿胜在北京冬残奥会赛场上的表现，

对自己来说是实现了奥运梦想，带给他人的，

不只是感动，更多的是战胜困难、不断超越的

力量。

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孙鸿胜—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唐天奕 王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