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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

电子导盲犬“小西”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 小 西 ”由 西 湖 大 学 机 器 智 能 实 验 室 研

发，搭载了激光雷达、语音交互模块以及智能

导盲装置等，为视障人群提供引导服务。使

用者可通过中文或英文下达指令，电子导盲

犬将自动规划行进路径。此外，使用者还可

以实时调节电子导盲犬的行进速度。

本 届 亚 残 运 会 期 间 ，多 项 助 残 科 技 成

果 的 应 用 ，为 残 疾 人 比 赛 和 日 常 生 活 提 供

助 力 。 中 国 残 疾 人 体 育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杭 州 亚 残 运 会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副 秘 书

长 杨 金 奎 表 示 ，本 届 亚 残 运 会 凸 显 了 科 技

助 残 的 效 果 ，这 些 科 技 手 段 将 推 动 残 疾 人

事业发展。

在杭州亚残运村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中

心，残疾人运动员不仅可以请专业人士为辅

助器具进行保养和维修，还能尝试各类高科

技辅具。智能电动代步车可辅助使用者从坐

姿转换成站姿；可穿戴式站立行走机器人帮

助使用者在互动游戏中进行康复训练；智能

仿生腿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学习使用者的步态

习惯，帮助使用者在行走时更加稳健……各

种高科技辅具，满足残疾人的多种需求，让生

活更便利。

亚残运会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舞台，科技

为梦想插上翅膀。

科技助残彰显了人文关怀，使残疾人拥

有了更多可能性。从亚残运会赛场到大街小

巷，科技将推动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更加浓

厚，让残疾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科技赋能，让生活更便利
本报记者 刘博通

10 月 26 日下午，获得杭州亚残运会田径

项目女子 200 米—T11 级别冠军后，中国体

育代表团运动员刘翠青对领跑员陈圣明表达

了称赞与感谢。视障运动员在田径等项目的

比赛中，需要由领跑员使用引跑绳引导完成

比赛。在东京残奥会后，与刘翠青搭档夺冠

的徐冬林因伤离开了赛场，陈圣明成了残奥

冠军的新任领跑员。

杭州亚残运会赛场上，像陈圣明这样的

竞赛辅助人员还有很多。田径项目中的领跑

员、引导员，自行车项目中的领骑员，盲人足

球队中的守门员……赛场内外，残疾人和健

全人互相激励，携手向前。

“大家就像家人一样”

27 日下午，杭州亚残运会盲人足球小组

赛全部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男子盲人足球

队以 4 胜 1 负的成绩进入决赛。好成绩离不

开球队每一名成员的努力，尤其是许华楚、吴

利民两名守门员的付出。

按 照 规 定 ，在 盲 人 足 球 比 赛 中 ，双 方

守 门 员 必 须 视 力 正 常 或 部 分 正 常 ，赛 时 不

戴 眼 罩 。 比 赛 过 程 中 ，守 门 员 可 以 在 防 守

时 向 队 友 发 出 声 音 提 示 。 防 守 定 位 球 时 ，

布 置 人 墙 是 守 门 员 的 一 项 基 本 任 务 。“ 因

为 队 友 看 不 见 ，所 以 我 必 须 上 前 ，帮 助 他

们 移 动 到 合 适 的 位 置 上 。”吴 利 民 说 ，“ 这

要 求 守 门 员 在 比 赛 中 兼 顾 队 友 和 自 己 的

防守。”

守门员的工作不只是这些。进球后，守

门员要将球场上四散的队友集结到一起；退

场时，守门员是整支队伍的排头，要让队友将

手搭在自己肩上排成一队离开。

“我们训练、比赛，很长时间都在一起，大

家就像家人一样。”吴利民说。

“守护这份勇敢，需要
更多人的努力和行动”

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健全人帮助残疾人

运动员更好地展现竞技水平，团结协作也让

健全人与残疾人的心紧密相连。

“我们也从残疾人队友身上学到很多。”

吴利民表示，不管是在训练还是比赛中，队友

们 直 面 困 难 、勇 敢 向 前 的 精 神 令 人 感 动 、

敬佩。

杭州亚残运会上，残疾人运动员自信自

强、追梦圆梦，激励着健全人感悟生命、汲取

力量。

10 月 23 日，在田径男子 100 米—T11 预

赛中出现动人一幕。乌兹别克斯坦体育代表

团领跑员巴赫蒂约罗夫在赛前突然受伤，在

无法换人的情况下，视障运动员埃加姆纳扎

罗夫引导他跑向终点。

“这一次，换我领你冲过终点！”虽然他们

的成绩从平时的 10 多秒变成了 31 秒，但他们

完成了比赛，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中国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桂顺说：“残

疾人运动员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感动，而守

护这份勇敢，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行动。”

“共同为残疾人创造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0 月 27 日，杭州亚残运会轮椅篮球比赛

全部结束。上午进行的男子排位赛中，阿富

汗体育代表团男子轮椅篮球队以 57∶55 的成

绩战胜对手，排名第七。22 日，他们来到浙

江理工大学，与学校篮球队进行了交流活动。

“这里的校园很美，篮球馆很棒。”阿富汗体

育代表团轮椅篮球队队员赛义德说，“浙江理工

大学的球员了解一些轮椅篮球的技巧，我们一

起进行了一场训练。”体育馆里，两队球员互相

传球、运球，增进了解的同时也传递着友谊。

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与竞赛辅助人员密

切配合、相互激励，一幕幕场景令人感动。以

杭州亚残运会为契机，“有爱无碍”的友善环境

从赛场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未来将有更多人

成为残疾人生活中的“领跑员”“引导员”。

在 10 月 2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残联宣文部副主任王宏伟表示，“将把杭州亚

残运会作为推动残疾人事业更好发展的有利

契机，进一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增进残疾

人民生福祉，提高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

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共同为残疾人创造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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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体育代表团铅球运动员穆罕默德·兹克里·本·扎

卡里亚的行李箱内，多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着汉

服，背景是雷峰塔，一旁印有“最忆是杭州”的字样。“杭州是一

座美丽的城市，我会把这张照片带回去跟家人们分享。”穆罕

默德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亚残运村科技无障碍趣味体验区的 AI
写真馆。每天，这里都吸引不少运动员前来体验。据了解，基

于智能面部特征融合、深度人像合成等技术，体验者只需拍摄

单张照片即可快速生成人像写真，并可以选择杭州市景点、亚

残运会等场景作为照片背景。

“杭州”“西湖龙井”“你好”……在中文趣味体验活动中，许

多外国人学习中国话。展区负责人饶志腾介绍，展区展示了一

些简单的中文词语，体验者说出或者用手语表达 10个词语，便

可获得纪念徽章。“我们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杭

州。”饶志腾说。

据了解，杭州亚残运村不仅为运动员提供了舒适、温馨的

居住体验，还通过举办残疾人艺术家作品展、非遗精品展和中

医药展示等活动，促进文化交流，丰富运动员生活。

在杭州亚残运村科技无障碍趣味体验区祝福墙上，贴满

了用不同语言写下的卡片，有的为比赛加油，有的表达对杭州

的感谢。这里的点点滴滴，将汇成人们难忘的记忆。

增进了解

促进交流
本报记者 陶相安

10 月 26 日，杭州亚残运会轮椅击

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国体育代表

团运动员辜海燕用一记干净利落的进

攻 拿 下 关 键 一 分 ，帮 助 中 国 队 获 得

冠军。

轮椅击剑需要将轮椅固定在赛道

上，和健全人比赛不同，轮椅击剑运动

员在比赛中无法后退躲闪，只能依靠身

体的左右移动来躲避对手的剑尖。“既

然 无 法 后 退 ，那 就 努 力 向 前 。”辜 海

燕说。

辜海燕在比赛中出剑速度很快，

判 断 精 准 。 在 杭 州 亚 残 运 会 女 子 花

剑团体半决赛的一场对决中，她只用

3 秒 就 拿 下 5 分 ，战 胜 了 对 手 。 截 至

10 月 27 日 ，她 已 获 得 4 枚 金 牌 、1 枚

银牌。

本届亚残运会，辜海燕共报名参加

女子花剑、女子重剑及女子佩剑的个人

赛和团体赛 6 个小项。密集的赛程，对

辜海燕来说挑战十足，但她坚持不懈，

“每一分，我都会一剑剑去拼，用拼搏实

现自己的梦想。”

辜 海 燕 9 岁 时 因 车 祸 失 去 了 左

腿 ，但 她 并 没 有 放 弃 对 生 活 的 信 心 。

投入轮椅击剑运动后，她找到了努力

方向。腰部力量训练、长时间握剑挥

剑……尽管训练和比赛很辛苦，但辜

海燕从没有想过放弃，“我想成为更强

大的自己。”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训练，辜

海燕的击剑技术不断提高，成绩也越来

越好。东京残奥会上，她夺得轮椅击剑

女子个人花剑 A 级、女子团体花剑两枚

金牌。

“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无论

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勇往直前。”辜海

燕说。

中国体育代表团轮椅击剑运动员辜海燕—

“既然无法后退，那就努力向前”
本报记者 杨笑雨

杭州亚残运会赛程接近尾声，每一名站上赛场的运动员，都

在用勇气与坚持讲述自立自强的故事。

在田径女子 800 米—T34 决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

刘盼盼在进行超越时轮椅侧翻，她爬起来重新坐上轮椅，奋力向

前冲去，现场观众纷纷起立为她加油。这一刻奋起直追的身影，

不为击败对手，只为战胜自己。

在轮椅网球女子双打赛场，当泰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沙空·坎

他实登场，周围的运动员和观众投来敬佩的目光。从 2010 年至

今，她已连续参加 4 届亚残运会轮椅网球项目的角逐。“只要我

还能拿起球拍，就会一直打下去！”这一股执着的劲头，照亮梦

想，见证顽强的信念。

在自行车混合团体 C1—5 级 750 米竞速赛中，中国体育代

表团运动员李樟煜夺冠后跑向看台，拉住 7 岁儿子李沐辰的

手。“这是我爸爸的第二十七枚金牌！”李沐辰骄傲地向大家宣

布。这一句温暖的话语，比金牌更加亮眼，比掌声更为动人。

体育带给残疾人运动员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荣誉，更为他们打

开更多可能性。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杨贝贝是一名脑瘫患者，

18岁时第一次接触硬地滚球，从此找到生活的新方向。当亚残运

会金牌挂在胸前，她说自己还有很多梦想，“要一个一个去实现”。

残疾人运动员对梦想的追逐，展示着强大的意志，也是一

次次启蒙心灵的教育。杭州亚残运会期间，不少学校把课

堂“搬”进了赛场。摔倒了，爬起来再跑；落后了，一个人

也要冲刺；失利了，不忘与对手握手击掌……这些励

志的场景，教给孩子们宝贵的人生一课。

面对困难与挑战，依然保持内心的强大，

一次次勇敢突破自我。杭州亚残运会带

给人们的感悟，已然超越了赛场。这

些“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故

事，将激励更多人勇往直前。

自立自强

奋力拼搏
郑 轶

图①：杭州亚残运会田径男子100米—

T11 预赛，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邸东

东（左）和领跑员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②：杭州亚残运会乒乓球女子双

打 Class WD10 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运

动员张变（左一）/周影（右二）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③：杭州亚残运会盲人足球男子

小组赛，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与伊朗

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右）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安博文摄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