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疾人体育纳入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

等国家战略；残疾人体育服务进入社区和家庭，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体育康复健身；实施全民

健身助残工程，培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创建残

疾人健身示范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十分关心残疾人，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促进残疾人体育蓬勃发展，残疾人竞技体育

水平不断提高，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我国

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竞技体育水平提升

在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内国

际体育赛事。

1984 年，纽约第 7 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24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 3 个大项

的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此后，中国残联多次组织残

疾人运动员参加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绩稳步提

升。“十三五”时期，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 160 项残

疾人国际赛事，取得 1114 枚金牌。

自 1992 年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起，全国残

疾人运动会正式列入国务院审批的大型运动会系列，

形成每 4 年举办一次的机制，残疾人体育逐步进入制

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除了举办全国残运会，我

国还在各地举办全国性肢残人、盲人、聋人等各类单

项赛事，吸引残疾人广泛参与体育运动。举办经常性

全国残疾人体育赛事，培养了残疾人运动员队伍，提

升了残疾人运动水平。

据了解，我国目前共设立 40 个国家级残疾人体

育训练基地，为残疾人体育竞赛、训练、活动、培训、科

研等提供保障与服务的同时，在残疾人日常体育活动

开展方面发挥示范指导作用。

“对乒乓球的热爱，是我前进的动力。”杭州亚残

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乒乓球运动员冯攀峰说。2000
年，残疾人乒乓球冠军在学校的一次表演，让因病只

能与轮椅为伴的冯攀峰开始练习乒乓球。经过不懈

努力，冯攀峰入选国家队，从北京残奥会到东京残奥

会，连续 4 届获得冠军。冯攀峰用不屈不挠、自强不

息的人生态度告诉人们梦想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迅速发展，

在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中表现优异。2021年，在东京残

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96 枚金牌、207 枚奖牌，

连续 5届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2022年，在北京

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18 枚金牌、61 枚奖牌

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实现了冬季项

目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勇志军表示，今年共派出

29 个团组参加国际赛事，获得 214 枚金牌、500 多枚

奖牌。

群众体育广泛开展

不久前，第十三届残疾人健身周体管中心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朝

阳区轮椅舞蹈队和北京启喑实验学校聋人学生展示了轮椅舞蹈、跳绳等运动，

他们的自信与快乐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参与者还体验了旱地冰壶、飞镖等项目。“健身让我

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以后我会更多地走出家门，尝试参与更多体育活动。”一名

参加活动的残疾人说。

我国将残疾人作为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实施的重点人群，

开展全国性残疾人体育活动，提升体育服务，丰富活动内容，加强科研教育，残

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活动日益活跃。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等国家政策法规明确要求改

善残疾人健身环境，要求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向残疾人开放。通过推

广社区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目、政府购买体育健身服务等方式，我国推动残

疾人在基层社区开展体育健身和竞赛活动。

自 2011 年起，全国集中开展“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各地残联举办残疾人

国际象棋、围棋、轮椅舞蹈、飞镖、跳绳、轮椅太极拳、柔力球、盲人足球等健身

运动项目全国推广活动。肢残人轮椅马拉松、盲人象棋交流挑战赛、全国聋人

柔力球交流赛等赛事已成为全国性品牌活动。

中国残联体育部综合群体处处长马历涛介绍，通过持续实施“康复体育进

家庭”“社区（村）健身示范点”“体育健身指导员”等服务，我国持续打造健身

周、冰雪季等品牌活动，加大残疾人体育的社会宣传力度，面向基层、面向机

构、面向家庭、面向个人的体育服务供给不断增加，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残

疾人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率由 2015 年的 6.8%持续提升至 2021 年的 23.9%。

在杭州，残疾人可以通过地铁或者无障碍出租车到达无障碍游泳馆——

河庄街道文体中心游泳馆。来到游泳馆后，残疾人可以乘坐无障碍电梯到二

楼泳池。1962 年出生的张华因病坐上了轮椅，通过泳池旁的伸缩臂式无障碍

辅助下水设备顺利进入泳池。“在这里，我体验到了游泳的快乐！”张华说。

“浙江各地结合实际，举办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残疾人康复体育健身活动和

赛事，推广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目及方法，取得明显成效。”浙江省残联宣传

文体部部长丁建华介绍，浙江公共体育场馆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能力不断增

强，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参加体育锻炼的残疾人数量进一步

增加，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近两年来，以亚残运会为契机，浙江开展“喜迎杭州亚残运会·残疾人文体

活动进社区”活动，各地组织开展文体活动近 3000 场，近 10 万名残疾人参与各

类健身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丰富生活

“体育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活出自己的风采。”残疾人滑雪运动员李盼盼

在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组、短距离坐姿组两项比赛中获得

两枚铜牌。在李盼盼看来，体育不仅让她身体更加强壮，而且让她更加开朗乐

观，更好融入社会。“希望更多残疾人能参与体育运动。”李盼盼说。

残疾人赛艇运动员余立曾是一名铁路职工，2001 年因为一场事故导致残

疾。2010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参与各种体育项目。后来，余立加入了

浙江省残疾人赛艇集训队，并在 2014年的仁川亚残运会上与队友夺得金牌，“我

的生活因为体育发生了变化，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尤亮表示，参与体育运动，不仅能帮助残疾

人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还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活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本报记者李中文、刘军国、孙龙飞、刘博通、窦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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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

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场迎来亚残运

会火种。经历十

几 天 的 转 换 期 ，

杭州这座亚运之

城用爱与微笑迎接来自亚洲 44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

2010 年，首届亚残运会在广州举行，为亚洲残疾人运

动员提供了追逐梦想的舞台，如今杭州亚残运会赛事规模

再次扩大，亚洲地区残疾人体育事业不断发展。

以“无碍”助“有爱”。3 年来，杭州以筹办亚残运会为

契机，对城市细节进行改造，提升了城市的无障碍通行环

境，让城市更温暖。近日，亚残运会相关人员陆续抵达杭

州，温暖的志愿服务、不断提升的无障碍环境，让人们感受

到杭州的热情与周到。

无障碍环境从“有”到“优”。杭州亚残运会轮椅篮球项

目 19 日率先开赛，得益于高效的场馆转换工作，杭州奥体

中心体育馆完成了从亚运会到亚残运会的顺利衔接。本届

亚 残 运 会 共 设

置 了 8 个 赛 区 ，

在 全 部 19 个 竞

赛场馆中，有 17
个 曾 作 为 亚 运

场 馆 使 用 。 如

今，这些场馆的转换工作已全部完成，无障碍环境进一步优

化，轮椅座席数大幅增加。

“阳光、和谐、自强、共享”是本届亚残运会的办赛理

念。作为亚洲最大规模的残疾人体育赛事，杭州亚残运会

不仅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

台，也将搭建起一个残疾人交流的平台。在这里，运动员将

向人们展示残疾人也可以追梦圆梦，而他们通过体育所展

现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态度，不仅将激励更多残疾人

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也将给健全人带来心灵上的启迪。

杭州亚残运会的大幕已经徐徐展开，当亚残运会的火

炬熊熊燃起，不仅照亮了夜空，更点亮了人间大爱，传递出

生生不息的力量。

以“无碍”助“有爱”
晨 曦

本报杭州 10月 22日电 （记者刘硕阳、孙

龙飞）22 日，亚残奥委员会与杭州亚残组委举

办新闻发布会。会上，亚残奥委员会对杭州亚

残运会竞赛场馆转换、优化无障碍环境等多方

面筹办工作给予好评。

亚残奥委员会主席马吉德·拉什德表示，残

疾人运动会不仅展现体育竞技，也促进包容、共

融和交流，“我参加过许多残疾人运动会，我认

为杭州亚残运会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拉

什德表示，杭州亚残运会有一流的场馆设施，

运 动 员 将 通 过 比 赛 展 现 自 己 的 实 力 和 决 心 ，

“期待杭州亚残运会的精彩呈现”。

亚 残 奥 委 员 会 肯 定
杭州亚残运会筹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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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杭州，秋风送爽，桂子飘香。10 月 22 日晚，

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隆重举行。

“大莲花”造型的体育场内，一朵朵彰显杭州之韵

的金桂之花盛开在网幕之上，传递着顽强美好的生命

力量。场地中，本届亚残运会中英文口号“心相约 梦

闪耀”字样，在夜幕下分外醒目。

来自亚洲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将在赛场

内外追逐人生梦想、展现自强风采、共叙团结友谊，携

手奏响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华彩乐章。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两名听

障儿童佩戴人工耳蜗与健全儿童一起深情演唱《我的

祖国》。地屏上，一条红毯掠过巍巍群山。数十名听障

儿童护送国旗，在歌声中走入会场。

随着嘹亮的国歌声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场

地 中 的 手 语 老 师 带 着 残 疾 人 演 员 ，用 手 语 与 大 家 合

“唱”国歌，残健共融的温暖氛围在全场流淌。

“桂花开了，来吧，来杭州吧！”从亚运会到亚残运

会，杭州再次向全亚洲发出盛情之邀。网幕上，杭州标

志性景致渐次流转，影像汇聚成圆，祝福每个人梦想圆

满，寄寓亚洲山水相连、团结圆融。

场地上空，22 组金桂花团经过多次变化后，形成巨

大的“金桂花冠”，向每一名运动员传递“逐梦折桂、舍

我其谁”的美好寓意。

道具车台绕场一周后，在场地中间夹道列队，金桂少

女手持金桂花环准备欢迎运动员入场。伴着轻快的乐曲

《我们的亚细亚》，运动员入场式开始。中国以真挚的热

情开门迎客，定格下四海宾朋如约而至的“杭州时刻”。

气势恢宏的《歌唱祖国》乐曲奏响，中国体育代表

团最后入场。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黄晓连和男子轮椅

击剑运动员孙刚持鲜艳的五星红旗，行进在队伍最前

列。全场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20 时 55 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宣布：杭州第四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数字焰火”绚烂绽放，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举办杭州亚残运会，不仅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展

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也将搭建起一个残疾

人交流的平台，铭刻下中国为国际残疾人体育运动发

展作出的新贡献。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文艺表演《勇向前》，以短片

中金石篆刻的手法与现场残疾人运动员“刀锋战士”的

肢体动作相结合开启表演。健全舞者与轮椅舞者完美

共舞，传递残健共融的深刻主题。

地屏周围出现 22 个数智印章玉石，石刻质感的杭

州亚残运会运动图标依次呈现，与舞台上的表演相得

益彰。

8 名 中 国 残 奥 会 冠 军 手 持 亚 残 奥 委 员 会 会 旗 入

场。伴着亚残奥委员会会歌，亚残奥委员会会旗缓缓

升起，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

中国体育代表团盲人门球运动员余钦权、游泳运

动员蒋裕燕，中国游泳裁判陈然、排球裁判夏昕分别代

表全体运动员和全体裁判员宣誓。

灯光渐暗，一朵朵“金桂花”化作手鼓汇聚场中，手

持金桂花环的演员加油呐喊，看台上“千家万户”的门

窗点亮。沸腾之声稍歇，由听障儿童组成的童声合唱

团唱响动人旋律。

采集自亚残运会火种永久保留地——广州亚运会

亚残运会博物馆的火种，经过杭州市“三江两岸”的传

递后，抵达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体育场内，残奥会冠军周国华、郑雄鹰、侯斌、杜剑

平、王海涛等 5 名火炬手接力前行。

21 时 20 分，最后一棒火炬手徐佳玲用智能仿生手

高擎火炬。在万众瞩目中，主火炬被点燃。

在杭州亚残运会主题歌《我的深情为你守候》的温

暖旋律中，亚洲残疾人运动员们心相约、梦闪耀，将在

亚残运会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网 幕 上 ，百 余 名 残 疾 人 与 健 全 人 的 笑 脸 灿 烂 绽

放。残健共融、内心暖融，梦想之光与金桂之光竞相

璀璨。

（综合本报记者孙龙飞、温素威、孟祥麟、唐天奕、

窦皓、刘博通报道）

心相约 梦闪耀
—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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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杭州亚残运会主火炬被点燃。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②：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图③：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现场。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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