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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盲人运动员

李端将最后一棒火炬嵌入“大雪花”造型主

火炬台的那一幕，令人动容。正如李端所

说，虽然他看不到这个世界，但世界看到了

他们。冬残奥会上，世界看到了残疾人运

动员自强不息的精神，看到了他们勇敢面

对困难的意志，看到了他们乐观向上的豁

达。“微火”火炬照亮内心，那一刻全场的掌

声和加油声，就是最好的共鸣。

共鸣之处，不止于此。残奥运动员令人

惊叹的表现，不仅展示着顽强蓬勃的生命

力，也给人们带来更多激励和感悟。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残奥单板滑雪

运动员从雪道疾驰而下，一个个灵动的身

影风驰电掣，在雪坡上回转跳跃。踏上雪

板，他们便是雪上“飞人”。同享运动带来

的 激 情 和 快 乐 ，体 育 为 他 们 的 生 活 增 添

色彩。

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

燕”，见证了残奥运动员的速度与激情。在

残奥高山滑雪比赛中，运动员们兼具平衡与速度的表现同样

出色。“踩住”“左转”“快！快！”在领滑员的高声提示下，中国

代表团运动员朱大庆漂亮地滑过弯道，稳稳到达终点，在残奥

高山滑雪女子滑降视障组比赛中夺得银牌。一往无前、突破

自我的劲头，令人敬佩。

冬残奥会赛场上，令人感动的故事还有很多。伊朗代表

团残奥单板滑雪女运动员塞迪盖·鲁兹贝，在尝试这项运动

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运动为她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的大

门，带来更多活力与希望。荷兰代表团运动员克里斯·福斯幼

时几乎无法走路，在家人的鼓励下开始练习单板滑雪，最终来

到冬残奥会赛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乐观面对生活的态

度，是属于所有人的精神财富。

冬残奥会赛场上，运动员的表现证明，他们不仅可以带来

精彩的竞技比赛，更带给人内心的震撼。这样的收获也不止

于赛场——只要内心足够强大，残疾人同样可以拥有多彩人

生；当社会给予他们更多帮助和关心，不断推动残健融合，我

们就能同创属于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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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运动员令人惊叹的
表现，不仅展示着顽强蓬勃
的生命力，也给人们带来更
多激励和感悟。他们自强不
息的精神，乐观面对生活的
态度，是属于所有人的精神
财富

本报张家口 3 月 6 日电 （记者刘硕

阳、李洋、杨笑雨、陶相安）6 日，北京冬残

奥会进入开幕式后第二个比赛日。在残

奥高山滑雪、残奥越野滑雪等赛场上，久

经大赛考验的名将们的表现引人注目。

在与年轻运动员的比拼中，他们有自己的

诀窍。

“我认为是自律！”35 岁的中国代表

团运动员毛忠武在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

距离坐姿组比赛中，收获了银牌。“和年轻

运动员相比，我恢复比较慢，所以更要用

规律的作息和训练来弥补。”毛忠武说，

“从每天出早操的训练到平时的态度，都

需要严格自律。”

32 岁的中国代表团运动员杨洪琼的

秘诀是坚持。在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

离坐姿组比赛中，她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

金。“为实现梦想付出再多努力也是值得

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呢？”杨洪琼说。

在残奥高山滑雪赛场上，也不乏表

现突出的名将。 5 日的男子滑降坐姿组

比赛中，新西兰代表团 38 岁的运动员科

赖·彼得斯夺得金牌。6 日，他在男子超

级大回转坐姿项目中获得一枚银牌。在

6 日 的 男 子 超 级 大 回 转 坐 姿 组 比 赛 中 ，

日 本 代 表 团 41 岁 的 运 动 员 森 井 大 辉 获

得一枚铜牌，也是连续两个比赛日登上

领奖台。

6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张梦秋和梁

景怡分别获得女子和男子超级大回转站

姿组金牌，朱大庆和张雯静分别获得女子

超级大回转视障和坐姿组铜牌。

众多名将赛场表现抢眼
自律坚持成为获胜诀窍

本报北京 3月 6日电 （记者孙龙飞、闫伊

乔）在 6 日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无障碍环境

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际残奥委会、北京

冬奥组委和北京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北

京冬残奥会场馆设施以及城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情况。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规 划 建 设 部 部 长 刘 玉 民

介 绍 ，从 筹 办 之 初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与 冬 奥 会

就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全方位打造

场 馆 的 无 障 碍 环 境 。 运 动 员 所 到 之 处 均 消

除 细 微 高 差 ，增 设 防 滑 安 全 措 施 ，雪 上 项 目

场 馆 设 置 无 障 碍 打 蜡 房 、无 障 碍 缆 车 系 统

等。为保障冬残奥会运动员的安全，冬残奥

会 场 馆 赛 道 增 加 了 防 撞 垫 、防 撞 条 ，对 靠 近

赛 道 的 灯 柱 、电 箱 、木 制 围 栏 进 行 了 安 全 防

护处理，并配备专人进行定期巡检。同时为

满足和保障残奥运动员需求，设置标准的轮

椅 假 肢 维 修 间 ，配 备 专 业 技 术 团 队 ，确 保 服

务无障碍。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介绍，北

京冬残奥会赛时网站开启了无障碍模式，用户

可以借助读屏软件将网页上的信息以声音方

式接收，方便视障人士获取冬残奥会信息。

北京市残联副主席郭旭升说，北京市组织

了一支由老年人、残疾人和专家组成的队伍，

在冬奥场馆和社会各方面进行无障碍体验，其

中冬奥场馆的体验超过 1 万人次。

国际残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莱亚娜·罗德里

格斯说，北京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赛场令人赞

叹。她说，举办冬残奥会，除了硬件的无障碍，另

一个重要遗产就是“让残疾人更加积极主动地融

入社会，在这方面北京冬残奥会设立了标杆。”

北京冬残奥会努力打造
场馆和观念双重无障碍

3 月 6 日 ，在 国 家 冬 季 两 项 中 心 进 行

的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越 野 滑 雪 女 子 长 距 离 坐

姿组比赛中，中国代表团运动员杨洪琼顽

强 拼 搏 、奋 勇 争 先 ，夺 得 金 牌 。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赛 场 上 ，像 杨 洪 琼 一 样 ，来 自 世 界

各地的运动员，都努力展现着对体育运动

的热爱，同时也向世界展示着拼搏精神和

坚强意志。

“体育让自己更加开
朗自信”

幼时发生的一次意外跌倒，使杨洪琼落

下残疾。那个时候她状态低迷，不愿与别人

交流。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接触轮椅篮

球，后来经过选拔成为残奥越野滑雪运动

员。杨洪琼说：“训练中的交流和沟通，让我

获益良多，不仅增强了自信，性格也开朗起

来，现在经常给身边的人讲笑话。”

残奥越野滑雪项目的训练，对运动员来

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夏季，穿得少了可能

擦伤；冬季，身处冰天雪地又要面临严寒的

考验。面对困难，杨洪琼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一想到其他刻苦训练的运动员，想到心爱

的运动项目，她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以前我

在生活中经常打退堂鼓，现在经过运动场上

的磨炼，认准了的事就会一直坚持，绝不轻

言放弃。”杨洪琼说。

在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轮

椅冰壶队 5 名队员里，闫卓是唯一一名女队

员。她曾是一名轮椅射箭运动员，2016 年

改练轮椅冰壶。这项讲究团队配合的运动，

让她在与队友的交流中变得越来越开朗。

“以前我总是不愿意出门，只想待在家里。

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虽然身有残疾，但我

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闫卓说，“体育

让自己更加开朗自信。”

“追求梦想让自己变
得更强大”

3 月 6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男

子长距离坐姿组比赛中，中国代表团运动

员郑鹏以 43 分 09 秒 2 的成绩夺得金牌，实

现 了 自 己 的 梦 想 。 2018 年 平 昌 冬 残 奥 会

时，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四名。当时他

说：“回去继续加把劲，争取上北京冬残奥

会的领奖台。”4 年来，他在训练中严格要

求自己，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一次突破自

我、跟自己较劲的过程。郑鹏说：“有一段

时间感觉自己的水平没有提升，有点焦虑，

后来还是努力坚持下来。追求梦想让自己

变得更强大。”

荷兰代表团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克里

斯·福斯说：“体育改变了我的人生。”19 年

前，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医生曾断言克里斯·
福斯此后无法行走，但在 2014 年，克里斯·
福斯首次登上了冬残奥会赛场。2018 年平

昌冬残奥会，他夺得了残奥单板滑雪障碍追

逐赛的银牌。北京冬残奥会赛场，24 岁的

克里斯·福斯希望自己能够取得更大的突

破：“我摔倒了无数次，但别人能做到的，我

希望自己同样能够完成。”

如今，除了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的身份

之外，克里斯·福斯出了书，还考取了私人飞

机的驾照。体育，为他打开了通往多彩生活

的大门，让他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我看不清世界，但想
让世界看到我”

“ 我 太 喜 欢 这 项 运 动 了 。”52 岁 的 挪

威 代 表 团 轮 椅 冰 壶 运 动 员 茜 塞 尔·勒 肯

如 今 是 第 三 次 参 加 冬 残 奥 会 。 练 习 轮 椅

冰 壶 的 13 年 里 ，这 项 运 动 给 她 带 来 了 许

多 快 乐 。“ 想 要 在 赛 场 上 取 得 胜 利 ，就 要

充 分 思 考 、运 用 技 术 ，同 时 要 与 队 友 紧 密

配 合 。”茜 塞 尔·勒 肯 说 ，“ 这 项 运 动 让 我

充满了力量。”

茜塞尔·勒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

经常要外出比赛，但家人的支持让她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投入轮椅冰壶运动。平日里，她

喜欢读书、交朋友，轮椅冰壶则让她的“朋友

圈 ”越 来 越 广 ，她 在 赛 场 上 结 识 了 很 多 朋

友。参加世界大赛遇到中国轮椅冰壶队队

员时，她都会打招呼。“每次见面，我们都会

聊上几句，把彼此当成好朋友。”茜塞尔·勒

肯说。

英国代表团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亚历

克斯·斯莱格说：“我练习滑雪已经 5 年了，

冬残奥会是我梦想的舞台，为了来到这里我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亚历克斯·斯莱格

曾经遭遇挫折，但面对种种困难，他始终勇

往 直 前 ，在 滑 雪 运 动 中 找 到 了 新 的 人 生

赛道。

“只要奋力拼搏，残疾人一样可以创造

精彩。”中国代表团残奥冬季两项运动员赵

志清这样抒发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不清世

界，但想让世界看到我。”在北京冬残奥会冬

季两项女子短距离视障组比赛中获得第四

名的王跃豪情满怀……尽管曾在生命中遭

遇挫折，残奥运动员在运动的磨砺中收获成

长、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他们迎难而上，

突 破 自 我 ，用 顽 强 拼 搏 的 意 志 书 写 多 彩

人生。

图①：3 月 6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王

海涛（中）在轮椅冰壶循环赛对阵爱沙尼亚

队的比赛中。

本报记者 薛 原摄

图②：3 月 6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纪立

家在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资格赛中。

本报记者 陶相安摄

图③：3 月 6 日，中 国 代 表 团 运 动 员 毛

忠武在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坐姿组比

赛中。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奋力前行 勇敢追梦
本报记者 杨笑雨 刘硕阳 唐天奕 李 洋

冲线前的最后 100 多米，全场观众一起呼喊“杜天加油”，

杜天挥动雪杖的频率逐渐加快。冲线后他和已完赛的队友郑

鹏、毛忠武紧紧相拥。

3 月 6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坐姿组比

赛中，率先完赛的中国代表团运动员郑鹏、毛忠武和杜天暂列

前三位。当人们以为中国代表团将包揽该项目奖牌时，加拿

大代表团运动员科林·卡梅龙以微弱优势超越杜天，摘得铜

牌，杜天获得第四名。

“是不是有点遗憾？”走过长长的混采区，杜天多次被问到

这个问题。“参赛运动员都很优秀，我也滑出了自己的水平，对

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杜天一直笑容满面，耐心回答。

残奥越野滑雪长距离比赛全程 18 公里，对运动员体力和

毅力的要求很高。杜天说：“超越自我比获胜更重要。前两圈

进入状态比较慢，但我很快调整了过来。尤其是在转弯、爬坡

的时候，我一直咬紧牙关，坚持到了最后。”

杜天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双

腿残疾。小时候的杜天，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冬残奥

会的赛场。

随着年龄增长，杜天开始锻炼身体，初衷是改善身体素

质，能够打理日常生活。但体育锻炼带来的改变不仅在身体

上，也让他在心态上更加积极、阳光，不惧困难和挑战。

19 岁时，杜天开始练习轮椅网球。仅仅训练一个多月，

他就在当地举办的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 1 金 2 银 2 铜的好成

绩，并入选四川省轮椅网球队。

2017 年，杜天开始练习残奥越野滑雪。正是在冰天雪地

里，他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项目，“从坡上俯冲下来时，那种耳

边带风、人在雪上飞驰的感觉太畅快了。”

项目转换，对运动员来说并不罕见。但从夏季运动转向

冰雪运动，意味着要付出更多努力，有时还必须克服在之前项

目上的一些习惯。杜天说：“轮椅网球更讲究技巧、对轮椅的

准确控制，残奥越野滑雪则需要过人的身体素质。”

虽然杜天的身高、臂展不及队里其他运动员，但他十分努

力，经常夏天顶着高温、冬天冒着严寒苦练技术。

“感谢社会对我们的支持，让残疾人也有机会站上赛场。”

在跟记者交流过程中，杜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他觉得这

也是他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前行的一大动力。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继续追寻梦想，为国争光。”杜天说。

残奥越野滑雪运动员杜天—

“超越自我比获胜更重要”
本报记者 李 洋 刘硕阳 杨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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