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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残奥会是残奥运动员实现梦想的舞

台。在这里，人们见证了一个个梦想成真的

精彩故事，而在每段追梦旅程中，都少不了

残奥运动员日复一日的付出。正是坚持的

力量，让他们来到冬残奥会的赛场，向人们

展现自强不息的风采与不懈拼搏的意志。

本届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残奥

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五夺奖牌，令人欣

喜。6 年时间，张梦秋从零起步，一步步成

长为世界冠军和冬残奥会冠军，生动诠释

了坚持的力量。初次接触滑雪时，她也曾

有过畏惧和彷徨。但她始终告诉自己，要

想取得一番成就，唯有坚持。中国轮椅冰

壶队队长王海涛在平昌冬残奥会和北京冬

残奥会上两夺金牌。赛场上，他是队伍的

主力，屡次完成关键击打；训练中，他是队

伍的带头人，团结队友用坚持面对一次次

挑战，不断打磨技术。

坚持，是抵达梦想的最好方式。于静

不仅是本届冬残奥会残奥冰球项目唯一的

女运动员，也是中国代表团残奥冰球队中

年龄最大的运动员。38 岁的她，此前练过轮椅篮球、轮椅击

剑等多个项目。项目在变，对体育的那份热爱和坚持始终不

变。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塞迪盖·鲁兹贝成为伊朗代表

团首位参加冬残奥会的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次，39 岁的

她又来到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比赛过程虽然跌跌撞撞，但

谁又能说，这份坚持，不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和褒奖？

坚持不会被辜负，梦想因坚持更加动人。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残奥运动员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将汇聚成一往无

前的浪涛，载着他们扬帆远航。来到赛场，突破自我，就是梦

想绽放的高光时刻，坚持是最耀眼的那束光芒。感谢曾经努

力坚持的自己，这是很多残奥运动员的心声，这也是他们来到

这里，成就梦想的最好途径。

梦想因坚持而闪亮，人生因坚持而精彩。冬残奥赛场上

那些感人至深的时刻，震撼人心的瞬间，带给人们的感悟，已

经超越了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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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2日电 （记者闫伊乔、刘若轩）在 12 日举

行的国际残奥委会新闻发布会上，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
帕森斯回顾了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幕以来的情况，并对北

京冬奥组委在赛事运行、防疫、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赞

扬。他说：“北京冬残奥会竞赛组织达到了预期水平，北京冬

残奥会把办赛水平提高到了新的阶段。”

安德鲁·帕森斯对北京冬残奥会在闭环管理防疫措施做

出的贡献表示肯定：“感谢大家认真履行防疫手册，也感谢所

有参与的人，大家都为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同

时，他也对志愿者表达了敬意，“他们的笑脸和专业服务是赛

会成功举办的关键，也是对所有人的鼓舞。”

当日，在北京冬残奥会遗产主题媒体吹风会上，北京冬奥

组委遗产项目负责人刘兴华表示：“北京冬残奥会在信息无障

碍、城市无障碍设施、无障碍交通、社会环境与服务无障碍等

方面做出了努力，这些都是北京冬残奥会的宝贵遗产。希望

通过举办北京冬残奥会的契机，加快社会无障碍环境建设，完

善残疾人服务体系，使残疾人出行更顺畅、生活更便利，更好

地融入社会。”

国际残奥委会高度赞扬

北京冬残奥会组织工作

3 月 12 日，北京冬残奥会进入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当

日共进行了残奥越野滑雪、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冰球、轮椅冰

壶 4 个大项的比赛，共决出 10 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得 4 金 4
银 4 铜。

12 日，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北京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

雪进行男子、女子中距离共 6 个组别的比赛，中国代表团收获

3 金 2 银 2 铜。其中，杨洪琼在残奥越野滑雪女子中距离坐姿

组比赛中发挥出色，获得金牌；马静获得残奥越野滑雪女子中

距离坐姿组比赛铜牌。在男子中距离坐姿组比赛中，毛忠武

和郑鹏分获金、银牌。王晨阳和蔡佳云分别夺得男子中距离

自由技术站姿组比赛金、铜牌。王跃获得女子中距离自由技

术视障组比赛银牌。

当日，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进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

山滑雪女子回转视障组、站姿组和坐姿组 3 个组别的比赛中，

中国代表团获得 2 银 1 铜。其中，张梦秋获得女子回转站姿组

比赛银牌，张雯静和刘思彤分别获得女子回转坐姿组比赛银、

铜牌。

12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中，中国队以 8∶3 战

胜瑞典队夺冠，实现卫冕。在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轮椅

冰壶队为中国代表团取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12 日晚，在国家体育馆进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球铜

牌赛中，中国队以 4∶0 战胜韩国队夺得铜牌。

（本报张家口 3月 12日电 记者杨笑雨、刘硕阳、李洋、孙

龙飞、王亮）

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

各赛场共决出10枚金牌

滑上坡道、穿越旗门、加速冲刺……3
月 11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男

子坡面回转 LL1 级比赛中，中国代表团运动

员武中伟以 1 分 10 秒 85 的成绩夺得金牌。

残奥单板滑雪项目坡面回转的赛道主

要由交错排列的坡面组成，运动员需要穿越

一个个旗门才能抵达终点，障碍追逐的赛道

更是设计了波浪道、雪坝、小跳台等一系列

障碍，运动员在比赛中需要面对重重挑战。

今 年 26 岁 的 武 中 伟 曾 因 意 外 事 故 致

残，面对挫折，他自强不息，每天坚持训练，

如今终于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实现了梦想。

中国代表团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纪立

家目前在世界残奥单板滑雪男子 UL 组中

积分最高。他坦言，刚训练时“看到雪道上

的坡坡坎坎就害怕”，

经过努力，现在他能够

“娴熟地运用技巧在雪

道上飞驰”，训练和比

赛中越过一道道障碍

后，他能感受到一种成

就感。在本届冬残奥会上纪立家取得了 1
金 1 银的好成绩。

残奥单板滑雪项目对运动员有很高的

要 求 ，需 要 他 们 日 复 一 日 进 行 刻 苦 训 练 。

中国代表团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孙奇在 4
年前的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第十一名，在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中

他 也 没 能 如 愿 登 上 领 奖 台 。 但 他 并 不 气

馁，调整状态，继续向梦想进击，11 日的残

奥单板滑雪坡面回转 LL2 级的比赛中夺得

金牌。赛后他激动地说：“为自己骄傲，我

做到了！”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女

子坡面回转 LL2 级的比赛中获得银牌的耿

焱红，今年只有 17 岁。在过往的训练中，

雪道上的各种障碍经常让她摔倒，但她选

择 了 坚 持 ，终 于 登 上 本 届 冬 残 奥 会 的 领

奖台。

无论是赛场的坡还是人生的坎，残奥运

动员都在奋力跨越。坚持，让他们力量倍

增，在追梦的路上收获满满，正像耿焱红所

说：“努力训练，汗水不会白流！”

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

“努力训练，汗水不会白流”
本报记者 杨笑雨 刘 歌

“感谢每一名队员。”北京冬残奥会轮椅

冰壶决赛结束后，中国代表团轮椅冰壶队教

练岳清爽眼含热泪，与队员们一一拥抱。在

3 月 12 日进行的这场决赛中，中国队以 8∶3
战胜瑞典队，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在本届冬残

奥会上的第十八枚金牌。

在轮椅冰壶的赛场上，中国队和瑞典队

是老对手。2021 年轮椅冰壶世锦赛，两支队

伍曾在决赛中相遇，中国队在落后的局面下

反败为胜，夺得冠军。在本届冬残奥会轮椅

冰壶循环赛的交手中，中国队曾以 1∶5 负于

瑞典队。

此番，实力旗鼓相当的两支队伍再次对

阵，联手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前四局比赛，场面胶着，半场结束中国

队以 1∶2 暂时落后。转折点发生在第五局，

瑞典队出现失误，中国队一举拿下 4 分，将

比分改写为 5∶2。随后，中国队保持住优势，

最终将比分定格在 8∶3。

“团队力量，就是制胜秘诀。”在岳清爽

看来，队伍的成功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付

出。虽然只有 5 名队员来到冬残奥赛场，但

和他们一起备战北京冬残奥会的其他队员

也作出了许多贡献。正是大家在训练中彼

此鼓励，相互帮助，才能在一次次世界大赛

中收获成长。

顽强拼搏，同样是中国队在赛场内外展

现的动人风采。对轮椅冰壶运动员来说，要

通过两米多长的投壶杆把约 20 公斤重的冰

壶向前投出，非常考验上肢力量；比赛没有

刷冰环节，想要投掷准确，就要在一次次训

练中练出手感；而低温的训练比赛环境，对

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只要努力，生活就会回报你更多的美

好。”因为事故致残，队员陈建新一度陷入低

迷，是轮椅冰壶让他感觉人生又一次被点亮。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你

们也可以。”队员闫卓希

望中国轮椅冰壶队的

奋斗故事，能激励更多

残疾人乐观面对生活，

创造人生精彩。

轮椅冰壶队——

“团队力量，就是制胜秘诀”
本报记者 唐天奕 孙龙飞 闫伊乔

图①：3 月 12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王跃（左）和引导员李亚林

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女子中距离自由技术视障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②：3 月 12 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张雯静在北京冬残奥会残

奥高山滑雪女子回转坐姿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③：3 月 12 日，瑞典代表团运动员埃芭·奥尔舍在北京冬残奥

会残奥高山滑雪女子回转站姿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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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别人能

做到的事我也可以做到。”第二次征战冬残

奥会，20 岁的中国代表团残奥越野滑雪运

动员王晨阳首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在北京

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男子中距离自由技

术站姿组比赛中，他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一

枚金牌，也迎来了自己运动生涯最幸福的

时刻。

2016年，王晨阳在刚练滑雪的第二个赛

季就开始参加国际大赛，当时的成绩多排在

20 名开外。“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的残奥运

动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不服输的性格

让王晨阳更加发奋训练。“现在，队伍的打蜡

团队、医护团队和教练团队等都是国际顶

尖水平。”王晨阳说，自己今天能夺得

金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同样朝气蓬勃的还有中国

代 表 团 残 奥 冰 球 队 。 这 支

成立于 2016 年初的队伍，

在 6 年的时间里迅速成

长，一路闯入北京冬残

奥 会 残 奥 冰 球 半 决

赛 。 虽 然 在 半 决 赛

中 负 于 对 手 无 缘 决

赛，但在铜牌赛中打

出 了 水 平 ，最 终 获

得了一枚铜牌。在

残奥冰球这个考验

综合实力的集体项

目中，队员们刻苦训

练、不断突破。

17 号球员申翼风

性格腼腆，平时说话慢

条 斯 理 。 但 比 赛 时 ，他

动作灵活、进攻犀利，总能

抓住时机突破对手防线，为

队伍创造进攻良机。童年的

一场意外让申翼风落下残疾，他

一度情绪低迷，是残奥冰球这项充

满激情的运动重新点燃了他对生活的热

情。带着一颗争胜心，他刻苦训练，和队友

团结协作，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取得

佳绩。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每名球员都爱拼敢

拼，不论对手是谁，他们都全力以赴。3 月 9
日，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球决赛资格赛，中

国队以 4∶3 战胜捷克队，以四连胜的战绩晋

级半决赛。赛后，队长崔玉涛看到捷克队

一名球员迟迟没有离开冰面，主动滑上前

和他拥抱。“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无

论 输 赢 ，我 们 都 要 展 现 队 伍 的 活 力 和 风

采。”崔玉涛说。在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取

得了佳绩，展现了中国代表团残奥运动员

的精神风貌。

尽管没有在比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但中国代表团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李响还

是开心地聊起了参赛感受。“这个项目充满

了魅力。”李响说，他特别享受在雪道疾驰

的感觉。

“除了坐轮椅，我和别人并没有不同。”

这种心态，李响从 9 岁因伤致残后一直保持

至今。从手摇自行车到残奥高山滑雪，李

响在体育运动中获得了成就感。他努力健

身，既提高了比赛能力，也让他更乐观。他

骄傲地说：“以前从轮椅摔到地上很难爬起

来，现在用手一撑就可以重新坐回轮椅。”

“大家都在进步，我也要继续努力。”李

响打算在北京冬残奥会结束后，自己买一

台滑雪器，在队伍没有训练的时候自己加

练。“我爱滑雪。希望下一次赛场相见，我

会变得更强！”他说。

32 岁的中国代表团残奥越野滑雪运动

员杨洪琼包揽本届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

女子短、中、长距离 3 个项目坐姿组冠军，成

为 中 国 代 表 团 首 位 单 届 冬 残 奥 会“ 三 冠

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轻易放

弃！”她在赛后表示。

杨 洪 琼 曾 是 云 南 省 轮 椅 篮

球队运动员，2018 年通过跨项选

材 开 始 从 事 残 奥 越 野 滑 雪 项

目。这个项目仿佛有特殊的魅

力，她立刻着了迷。

轮椅篮球是兼具力量和技巧的运动，

但残奥越野滑雪需要良好的体能基础，还

要靠双手保持身体平衡。刚开始练习时，

杨洪琼不太适应，一度是队里摔倒次数最

多的队员之一。但她肯吃苦，更愿意钻研

如何在赛道的不同位置找对滑行方式。“还

好我一直没有放弃，在冬残奥会上滑出了

最好的状态。”她说。

冬残奥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残奥运动

员提供了追梦和圆梦的竞技舞台。不论是

否登上领奖台，也不论奖牌成色如何，永不

放弃的拼搏意志和坚持梦想的奋斗姿态，

共同组成了残奥运动熠熠生辉的底色。

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

碍追逐 LL2 级 23 名参赛运动员中，44 岁的

奥地利代表团运动员伯恩哈德·哈默尔是

年龄最大的一位。虽然体力已经比不上年

轻运动员，但只要抱起雪板、投入比赛，他

就感到无比开心：“能和世界上顶尖的残奥

运动员一起比赛，我已经拿到属于自己的

‘奖牌’了。我会继续滑雪，直到我 70 岁、80
岁，只要我还能站得起来、滑得动。”

（本报记者孙龙飞、刘硕阳、李洋、刘

歌、唐天奕）

“体育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