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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的颁奖仪式上，运动

员手中的绒线花鲜艳夺目。与北京冬奥

会颁奖花束相比，这次多了一朵蓝色波

斯菊。

波斯菊寓意“坚强”，在北京冬残奥

会颁奖花束中添上这朵“小蓝花”，这一

提议来自手工编织这些绒线花束的残疾

人。一针一线之中，凝结着广大残疾人

对北京冬残奥会的美好祝福，也象征着

他们自强不息的意志。

体育帮助残疾人走向更广阔的生

活，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许许多多的瞬

间，给人们带来深深的感动。

感动来自残奥运动员对顽强拼搏的

生动诠释。自幼失去双臂的中国代表团

运动员孙鸿胜，将顽强意志化为“隐形的

翅膀”，在残奥高山滑雪的赛道上尽情

“飞翔”；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代表团运动

员王海涛，在一次次投掷冰壶的过程中

找到人生的“大本营”；“生活不会辜负努

力坚持的自己”，秉持这样的信念，中国

代表团残奥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运动员

刘子旭在训练中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

爬起。

感动来自残奥运动员展现的乐观豁达。“命运给了我艰难

的考验，却也给了我丰厚的回报”，身体的不便并未让中国代

表团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刘思彤自怨自艾，她选择了勇敢追

梦。今年 38 岁的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于静，两年前决定练习残

奥冰球，她说只要想开始，年龄不会成为限制。因为一场事

故，巴西代表团运动员罗沙再也无法行走，但残奥越野滑雪让

她发现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感动来自赛场内外的温暖情谊。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前，

加拿大代表团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费雷德里克·特吉恩在训

练中受伤，无法参加比赛的她希望回国前能和吉祥物“雪容

融”合张影，当心心念念的“雪容融”出现在她面前时，特吉恩

忍不住落泪了。班车驾驶员王小虎，收到了运动员们精心准

备的礼物，以答谢他所提供的热情服务。中国代表团残奥越

野滑雪运动员蔡佳云，赛后主动帮助其他选手卸下雪板……

一句问候、一声喝彩、一份祝福，赛场内外，那些充满温情的互

动把大家的心拉得更近。

北京冬残奥会带给人们的感动，将激励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勇敢追梦、创造人生精彩，也将让越来越多的健全人从中汲

取力量、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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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冬残奥会上，
许许多多的瞬间，给人们
带来深深的感动。这些感
动将激励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勇敢追梦、创造人生精
彩，也将让越来越多的健
全人从中汲取力量、奋勇
前行

洁白的雪道上，残奥运动员有节奏地

转动身体，快速绕过一个又一个旗门……

3 月 10 日，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

雪男子大回转项目进行了 3 个组别的比

赛。站姿组比赛中，19 岁的中国代表团运

动员梁景怡从垂直落差 300 多米的雪道上

飞驰而下，观众席上的加油声此起彼伏。

“我早上 5 点半就上山了，提前到赛场

做准备。”最终，梁景怡在比赛中获得第八

名。长期刻苦的户外训练，使他清瘦的面

庞晒得黝黑。“不断超越自己就是我的梦

想。”他说。

梁景怡虽有残疾，但并不影响他对体

育的热爱。短短几年时

间，梁景怡进步飞速。3
月 6 日 ，他 在 北 京 冬 残

奥会残奥高山滑雪男子

超级大回转站姿组比赛

中夺冠。他表示：“相信

未来会更好。”

追 梦 路 上 ，拼 搏 是 不 变 的 底 色 。 10
日，梁景怡完成比赛后不久，他的队友梁子

路在残奥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坐姿组比赛

中夺得季军。比赛分两轮进行，以成绩总

和排名决定最终名次。梁子路赛后说，第

一轮过后，他排名第四，他意识到自己必须

尽快忘掉前面的失误，重拾信心滑好第二

轮。第二轮滑行前，他在脑海里把每一个

动作要领和通过旗门时的注意事项等细节

迅速“过”了一遍。摒除杂念，全力以赴，他

终于夺得了一枚奖牌。

北京冬残奥会，梁景怡和梁子路这两

名 00 后运动员都报名参加了 5 个项目的比

赛，在比赛中磨砺自己。“我们一起训练，互

相鼓励，为的是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实现梦

想。”梁景怡说。梁子路表示：“很高兴在这

场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下来我会

继续努力，力争发挥得更好。”

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梁景怡、梁子路—

追梦路上，拼搏是不变的底色
本报记者 刘 歌 孙龙飞

3 月 8 日，中国代表团残奥冰球运动员

于 静 完 成 了 自 己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上 的 首

秀。作为 7 支参赛队伍中唯一一名女运动

员，38 岁的于静在残奥冰球的赛场上，展现

了别样的风采。她说：“很高兴能够参加冬

残奥会比赛，在世界大赛上展现自己。”

按照规则，残奥冰球项目每支队伍允许

一名女运动员参加。本届冬残奥会，只有于

静一名女运动员出现在残奥冰球赛场上。

残奥冰球项目速度快、对抗强，对女运动员

来说挑战巨大。截至目前，在冬残奥会历史

上，仅有 3 名女运动员参加过残奥冰球项目

的比赛。

既然上场，就要全力以赴。即便与男运

动员在对抗方面有差距，于静也从不退缩。

在 5 分多钟的上场时间里，她与队友配合默

契。最终，中国队战胜意大利队，取得小组

赛三连胜。

在中国代表团残奥冰球队中，于静的年

龄最大。生活中，她关心队友，与他们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在球场上，队友也给了于静

不少帮助。

3 月 8 日，“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的

训练结束后，17 名男队员将她围起来，送上

了别具冰球特色的节日祝福。

于静曾是一名轮椅篮球运动员，也练习

过轮椅击剑、轮椅射箭，在接触残奥冰球两

年多的时间里，她也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

“是队友一直鼓励我，教给我一些技巧，帮助

我走到今天。”她说。

谈到目标，于静说：“我们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打出自己的

风采，通过一场一场的比

赛提升自己。”作为一名

残奥冰球运动员，于静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

多残疾人参与到残奥冰

球运动中来。

残奥冰球运动员于静——

既然上场，就要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王 亮 张博岚

3 月 11 日，北京冬残奥会进入开幕后第七个比赛日，当日

进行了残奥单板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冰

球、轮椅冰壶 5 个大项的比赛，共决出 13 枚金牌。中国代表团

在各项比赛中收获 4 金 5 银 6 铜。

11 日，残奥单板滑雪坡面回转男子、女子共 4 个组别的比

赛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进行，中国代表团获得 2 金 2 银

2 铜。武中伟在男子坡面回转 LL1 级比赛中，凭借两轮出色发

挥，以明显优势夺金。在男子坡面回转 LL2 级比赛中，孙奇以

1 分 09 秒 73 的成绩摘金。在女子坡面回转 LL2 级比赛中，耿

焱红和李甜甜分别摘得银牌、铜牌。在男子坡面回转 UL 级

比赛中，纪立家、朱永钢分获银牌、铜牌。

11 日，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

项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共决出 6 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 1 金

1 银 3 铜。其中，刘梦涛、刘子旭在残奥冬季两项男子长距离

坐姿组比赛中发挥出色，分别夺得金牌、铜牌。赵志清在女子

长距离站姿组比赛中获得银牌。在女子长距离坐姿组比赛

中，单怡霖获得铜牌。在男子长距离视障组的比赛中，余爽夺

得铜牌。

当日，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北京冬残奥会残奥

高山滑雪项目进行了女子大回转站姿组、视障组和坐姿组 3 个

组别的比赛，中国代表团获得 1 金 2 银 1 铜。其中，张梦秋获得

女子大回转站姿组金牌，朱大庆夺得女子大回转视障组银牌，

刘思彤和张雯静分别获得女子大回转坐姿组银牌、铜牌。

当日在“冰立方”进行的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半决赛

中，中国队以 9∶5 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决赛。加拿大队实力强

劲，曾 3 次摘得轮椅冰壶项目冬残奥会金牌。本场比赛，前两

局中国队和加拿大队各得 1 分。第三局，加拿大队出现失误，

中国队抓住机会拿下 3 分，将比分改写为 4∶1。第四局，加拿

大队追回 2 分。经过短暂休整，中国队在随后的比赛中稳扎

稳打，最终以 9∶5 战胜加拿大队。在当日进行的另一场半决

赛中，瑞典队以 6∶4 战胜斯洛伐克队，晋级决赛。中国队与瑞

典队之间的决赛将于 12 日进行。

3 月 11 日晚，在国家体育馆进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

球半决赛中，中国残奥冰球队负于美国残奥冰球队。12 日，

中国队将与韩国队争夺残奥冰球项目铜牌。

（本报张家口 3月 11日电 记者杨笑雨、唐天奕、张武军、

景灏、张博岚、陶相安）

开幕后第七个比赛日

各赛场共决出13枚金牌

随处可见的无障碍坡道、房间内单臂可

操作的推拉门、雪上项目场馆特设的无障碍

打蜡房……开赛以来，北京冬残奥会的无障

碍环境建设得到了来自各代表团运动员、官

员以及无障碍专家的称赞，赛场内外，衣食

住行的处处细节均体现着“以运动员为中

心”的理念。

为残奥运动员提供
贴心服务

“北京冬奥会闭幕后，我们仅用 44 个小

时就完成了由冬奥村向冬残奥村的全部转

换工作。”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

奎介绍。自筹办初期，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

会按照《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

障碍指南》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在场馆设

施、赛会服务和城市运行工作中落实无障碍

技术高标准，不仅为运动员创造无障碍的比

赛 环 境 ，也 为 所 有 涉 奥 人 员 提 供 无 障 碍

保障。

“为了能让残疾人在北京冬残奥会期间

顺利参赛、工作以及观赛，我们在硬件、软件

上均做了充分的准备。”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残奥整合经理刘里里说。据介绍，在张家口

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在赛道外沿设

置了 2.5 米宽、近 1000 米长的轮椅运动员专

用通道。

在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残奥

运动员往返赛场多依赖缆车。其中，轿厢

式 、吊 椅 式 缆 车 投 入 使 用 ，方 便 了 残 奥 运

动 员 出 行 。 不 论 坐 轮 椅 还 是 携 带 滑 雪 器

具，上下缆车均非常方便。荷兰代表团残

奥高山滑雪队教练尼基·埃尔斯沃德多次

参加世界大赛，对各地无障碍环境及设施

深有体会。他表示：“这里的硬件设施和无

障碍设施，都是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会中

最好的。”

在北京冬残奥村，残奥运动员感受到贴

心的无障碍环境带来的方便。为便于视障

运动员出行和生活，冬残奥村电梯均设有盲

文，运动员餐厅也设有盲文菜单。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冬残奥村里，有路的地方，就有

盲道。”25 岁的美国代表团残奥冰球队员凯

尔·西奇深有体会：“电梯的空间很大，有利

于我们使用轮椅，卧室中床的高度调低了，

便于我们使用，冬残奥村的无障碍设施实在

是太方便了！”

为更多人带来安全
和便利

“无障碍环境不仅是保障残疾人

朋 友 平 等 参 与 社 会 生 活 的 重 要 条

件，也会给我们身边的老年人、伤病员乃至

健全人带来更多安全和便利，对全社会都具

有重要意义。”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

家蓉说。

“ 不 仅 残 障 人 士 ，其 他 行 动 不 方 便 的

人 也 是 我 们 关 注 的 对 象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公 共 区 场 馆 运 行 中 心 无 障 碍 领 域 经

理 张 寒 冰 与 他 的 团 队 每 天 都 会 细 心 检 查

园区内几百处无障碍设施，以满足各类人

群的需要。

据 国 家游泳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国

家游泳中心的看台无障碍座席及卫生间数

量均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并且将作为永久

设施保留；为了让残疾人观众拥有最佳观

赛 视 角 ，场 馆 还 将 无 障 碍 座 席 全 部 设 置

在“ 黄 金 座 席 ”。 在 国 家 冬 季 两 项 中 心 ，

场 馆 专 门 成 立 了 移 动 助 行 团 队 ，为 残 疾

人观众提供服务。

“希望通过举办北京冬残奥会，帮助更

多的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获得更多更

好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严家蓉说。

为城市留下更多无
障碍遗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无障碍环境，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2008 年北京残奥

会留下来的无障碍设施。”国际残奥委会新

闻发言人克雷格·斯彭斯说。

2019 年 11 月，北京市抓住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筹办契机，启动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2019—2021 年专项行动。截至 2021 年底，

累计整治整改点位 33.6 万个，打造了 100 个

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 个“一刻钟无障

碍便民服务圈”，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冬奥

会冬残奥会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

实现无障碍化。

杨金奎说：“目前正在组织编写的《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无 障 碍 中 国

方案》，将总结展示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场馆无障碍建设成果，并作为冬奥遗产为

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

示范。”

北京冬残奥会将坚持赛时需求和赛后

利用并重，永久保留 3 个赛区所有场馆，为

城市留下更多的无障碍遗产，带动残疾人参

与体育运动，更好地融入社会，带给残疾人

朋友安全感和幸福感。

无障碍建设 温暖赛场内外
本报记者 闫伊乔 王 亮 杨笑雨

图①：3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孙奇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

雪男子坡面回转 LL2 级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②：3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武中伟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

滑雪男子坡面回转 LL1 级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图③：3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刘梦涛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冬季

两项男子长距离坐姿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