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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蕾、翟翔、齐琪

　　 3 月 3 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残疾
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
障》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
布会。发布会上，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白皮书相关内容
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屡创佳绩：残疾

人竞技体育水平不

断提高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吕
岩松在发布会上介绍，近
年来，我国残疾人竞技体
育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
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重大
国际残疾人体育赛事中表
现优异，中国残奥代表团
在近 5 届残奥会上实现
了 5 次蝉联金牌榜和奖
牌榜双榜首；另一方面，全
国性残疾人体育赛事影响
不断扩大，培养了残疾人
运动员队伍，提升了残疾
人运动水平。
　　吕岩松还表示，近年
来，我国冬残奥运动水平
快速提升。自 2015 年至
2021 年，全国开展的冬残
奥会大项由 2 个拓展到 6
个，实现了比赛大项全覆
盖；运动员由不足 50 人
发展至近千人。残疾人运
动员培养保障机制也得到
逐步完善。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运动员参加国内国际残疾
人体育赛事，勇于挑战，超
越自我，成就出彩人生。”
吕岩松说。

  风生水起：残疾

人群众性体育活动

广泛开展

　　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
申办，为我国残疾人冰雪
运动发展带来了重大机
遇，越来越多残疾人感受
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
梅梅在发布会上介绍，自
2016 年起，我国连续 6 年

举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为残疾人融入“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搭建平台。各地因地制宜举办冬
季残疾人体育活动。迷你滑雪、旱地滑雪、旱地冰壶、
冰蹴球、滑冰、冰橇、雪橇、冰上自行车、雪地足球、冰
上龙舟等新颖有趣的大众冰雪运动项目深受残疾人
喜爱。
　　不只是在冰雪运动方面，我国将平等参与体育
活动作为残疾人一项重要权利，不断推动残疾人群
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介绍，为完善有关
残疾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利用
中央资金引导支持地方实施“全民健身助残工程”，
并指导推动各类公共健身场所完善残疾人使用的体
育健身器材和设施。此外，国家体育总局支持和指导
各地体育部门和残疾人体育组织，为残疾人参加体
育活动提供方便。在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培养过程
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对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活
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帮助残疾人更好地强身健
体，融入社会。

  生动写照：残疾人体育发展折射残

疾人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

　　“残疾人体育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残疾人的生活
水平和人权状况。”吕岩松表示，我国残疾人体育事
业蓬勃发展，不仅体现出残疾人的体育精神与实力，
更体现出我国人权发展的成就。我国确保残疾人享
有各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为残疾人参与体
育活动和社会生活、实现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正是我国重视残疾人权益
保护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残联新闻发言人郭利群介绍，当前，我国无
障碍设施覆盖率持续提升。全国村（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中有 81% 的出入口、56% 的服务柜台、38% 的
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在无障碍出行和服
务环境方面，3598 组列车设置了残疾人专座，城市
公交车配备车载屏幕、语音报站系统；信息无障碍方
面，信息无障碍终端产品供给不断增强，无障碍产品
和服务技术推广应用不断推进。
　　此外，我国积极推进校园和工作场所无障碍环
境建设。一方面，大力推进融合教育，加强学校无障
碍设施设备建设、配备；另一方面，充分保障残疾人
就业权益，促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
安排残疾人就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对就业场所进
行无障碍环境改造以及提供合理便利，为残疾人就
业创造必要的劳动保障条件。
　　“关心残疾人，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吕岩松
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国将切实尊重和保障包括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
权利在内的各项权益，不断满足广大残疾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记者高蕾）　
北京冬残奥会大幕即将拉开。伴随着冬残奥
会传奇在我国上演，我国残疾人事业将迎来
蓬勃发展新阶段。中国残联是如何参与冬残
奥会筹备工作的？近年来，我国残疾人事业
得到了怎样的发展？下一步，中国残联将从
哪几个方面入手继续当好残疾人的“娘家人”

“知心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残联主席张
海迪日前接受了记者专访。

  备战冬残奥，建立一支能征战

的队伍

　　张海迪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
人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残疾人权益得到充
分保障，残疾人体育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纳
入了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国家公
共服务体系，越来越多残疾人有条件参加体
育锻炼、康复健身，越来越多残疾人运动员有
机会、有能力、有底气参加国际和国内残疾人
体育赛事。
　　“有了运动员，有了队伍才能打胜仗。”张
海迪介绍，为备战冬残奥会，中国残联积极与
国际残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沟通合作，组
建队伍，各级残联选拔了一批优秀运动员。
　　此外，中国残联聘请国内外高水平教练

员，培养分级员和国际裁判员等技术人才，组
织运动员开展全年不间断训练，并参加国际
冰雪赛事，让运动员开阔视野，磨炼意志，多
实战多锻炼。
　　经过努力，全国冬残奥运动员由原来的
不足 50 人，发展至近千人，冬残奥项目由 2
个大项拓展到 6 个大项，实现了冬残奥会大
项参赛全覆盖。
　　举办北京冬残奥会将对我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张海迪表示，此次冬
残奥会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放在至关重要的位
置，大大推动了北京、张家口等举办城市的无
障碍建设水平，更影响引领全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高质量发展。此外，举办北京冬残奥会
将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营造
友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共圆小康梦，残疾人事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8500 万残疾人是困难群体，他们承受
身体的痛苦和生活的不便，有很多困难需要
解决。残联是人民团体，要起到桥梁纽带作
用，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张
海迪表示，近年来，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战中，700 多万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残疾人群体
和健全人同步迈进小康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6 年，中国残联
推动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覆盖残疾人的保障制
度，给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给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现在这两项补贴已经实施了 6 年，
全国 2600 多万残疾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帮助。
　　在残疾人康复服务方面，张海迪介绍，中
国残联以“人人享有康复服务”为目标，推动
建成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的康复大学，加
快培养高水平康复专业人才，加快提高康复
服务质量和水平。
　　此外，近年来，各地残联积极探索，建起
一些重度残疾人托养机构，解除残疾人和家
庭的后顾之忧。同时，各地残联帮助有能力
的残疾人实现各种形式就业，让残疾人及其
家庭实现增收。
　　“我们还推动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纳
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平等、
参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张海迪说。

  奋进新征程，为促进残疾人全

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助力

　　张海迪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将其作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中
国残联将充分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
能，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提供助力。
　　张海迪介绍，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
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对推动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和共同富裕作出重要部署，并提出了社会
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权利保障等四
个方面的发展重点。
　　张海迪说，巩固和拓展残疾人脱贫攻
坚成果将是中国残联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
容。为此，中国残联指导各地残联，充分利
用大数据信息手段，动态掌握需要帮扶残
疾人家庭情况，建立残疾人跟踪访视机制，
做到残疾人致贫返贫“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完善帮扶残
疾人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残疾人民生保障
水平，巩固和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
把帮助困难残疾人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作
为长期任务，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张
海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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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帮助困难残疾人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作为长期任务
访 中 国 残 联 主 席 张 海 迪

  ▲ 3 月 3 日，中国队选手王海涛（右二）在训练中掷壶。当日，中国轮
椅冰壶队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训练，备战北京 2022 年冬残奥
会。                 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轮椅冰壶赛前训练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记者赵建通、
赵旭）3 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郭雨洁、汪
之栋将担任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
表团旗手。
　　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女运动员郭
雨洁，2004 年 3 月出生，来自河北，曾获得
2021 年芬兰欧洲杯冬季两项女子站姿组
短距离第三名，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获
得 3 金 3 银。本届冬残奥会她将参加冬季
两项女子站姿组 6 公里、10 公里、12.5 公
里，以及越野滑雪女子站姿组短距离项目
的比赛。
　　残奥冰球项目男运动员汪之栋，2000
年 7 月出生，山东籍，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
2018 年残奥冰球世锦赛 C 组、2021 年残奥

冰球世锦赛 B 组的比赛，为国家队做出突出
贡献，并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得最佳球员
称号。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于 3 月 4 日举
行。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
217 人，其中运动员 96 人，将参加冰壶、冰
球、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季两
项全部 6 个大项、73 个小项的角逐。

中国体育代表团公布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旗手

新华社记者刘扬涛

　　距离北京冬残奥会开
幕还有一天时间，在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盛
会的气氛更为浓厚。场馆
内随处可见的残奥标识和
无障碍设施、冬残奥村里
无处不在的志愿者和工作
人员，以及训练场上紧张
备战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无不在向我们发出一个讯
息——— 冬残奥会，我们准
备好了！
　　兴奋剂检测站门前新
增了无障碍通道，赛道结
束区的雪地上搭起了木板
路，运动员休息室旁边设
置了轮椅假肢存放室……
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冬残奥
会场馆转换工作已接近尾
声。据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场馆运行团队残奥整合经
理刘杰介绍，场馆中共设
置了永久、临时无障碍坡
道 11 个，无障碍电梯 23
部，无障碍卫生间 33 个。
　　“从冬奥会到冬残奥
会只有短短十几天的转换
时间，这些天来同事们加
班加点，进行了景观标识更换、雪场赛道调
整、无障碍设施设置等多项工作，只为能在
开幕前完成所有准备。”刘杰说，“我们有信
心在赛事期间为各国（地区）残奥健儿提供
最有力的保障和最细心的服务。”
　　在群山环绕的张家口赛区崇礼太子城
冰雪小镇，供暖维保工作人员张荣彬和同
事们像往常一样调试供暖机房，检修供暖
管道。“虽然北京冬奥会已经闭幕，但我们
还不能放松，现在正在为北京冬残奥会做
准备。”张荣彬告诉记者，在不久前结束的
北京冬奥会上，他所在的供暖维保团队全
力保障了 20 万平方米涉奥区域的供、采
暖设备稳定运行。冬残奥会上，他们会继续
坚守岗位，以同样的高标准完成工作，为赛
区人员送去温暖。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将承办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的比赛，
针对两项赛事中的视障组运动员，场馆准
备了盲文阅读材料和可触摸式盲文地图，
为视障人士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残奥整合经理刘里里说：“为了
满足不同客户群中的视力障碍人士使用需
求，我们准备的材料包含中英文和盲文的
对照版，呈现形式包括海报版和手册版。”
　　完善的设施和贴心的服务让运动员赞
不绝口。“延庆的高山滑雪中心条件非常
棒，冬奥村的设施也很好。我已经期待着在
这里比赛了！”来自挪威的残疾人高山滑雪
运动员彼得森在“雪飞燕”训练后对记者
说，“我有信心在北京滑得更快！”
　　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高山滑雪队
领队王响平说：“队员们非常珍惜这次在家
门口参赛的机会，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从
第一场比赛就开始拼。近年来中国残疾人
高山滑雪队伍迎来跨越式发展，从平昌冬
残奥会只有一人参赛到这次创历史的 22
人，我们将努力追求更大突破，充分展现中
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与赛场风采。”（参与
记者：姚友明、张骁、杨帆、刘桃熊）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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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剧透

新华社记者姬烨、吴文诩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于 4 日
晚上演，在浪漫、唯美、富有诗意的冬奥会开
幕式之后，冬残奥会将呈现一场怎样的开幕
式？近日，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在接受采
访时进行了介绍。
　　据悉，本次开幕式的名称与核心内容为

《生命的绽放》，通过质朴的情感、简约的编
排，表达“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的
理念，展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参演
人员中有 30% 是残疾人、70% 是健全人，将
以残疾人表演者为主要角色。
　　与冬奥会开闭幕式一样，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也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虽然是

同一个场地，而且同样运用了超大地面屏幕，
但沈晨介绍说，冬残奥会开幕式与冬奥会还
是有所不同。
　　在色彩方面，沈晨说：“冬奥会开幕式讲
述了冰雪的故事，闭幕式是蔚蓝色浪漫和红
色的激情碰撞，而在冬残奥会开幕式中，我们
将用大家能够看到的所有颜色来融化和兼
并。”
　　他表示，冬奥会开闭幕式更多传达的是
一种中国式浪漫的人文特色，比如折柳送别
等。而冬残奥会开幕式则从创意阶段开始，就
明确要讲述残疾人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
每一个残疾人内心最美丽、最精彩、最绚烂的
绽放瞬间。每一个残疾人，都有自己内心的故

事，每一个人都在改变着世界，也都在创造着
世界。”他说。
　　与此同时，中国元素在冬残奥会开幕
式中也必不可少。其中，象征团结、友谊、共
融的“同心圆”概念将贯穿始终。沈晨介绍
说，开幕式倒计时、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展
示、文艺表演以及点火瞬间等等，都将有

“同心圆”出现。“之所以是‘同心圆’，就是
让大家不断聚焦、不断感受那份团结、友谊
以及打破壁垒后的共融。”
　　此外，沈晨还透露，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也将在开幕式上闪亮登场，在运动员入
场时带领大家欢迎远道而来的残疾人运
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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