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河北崇礼 3 月 7 日电（记者郑
直、朱青、刘博）7 日中午，天朗气清，阳光打
在云顶的雪面上，反射的光照亮整个赛场，映
得赛场中间的四面五星红旗分外醒目。
　　四面五星红旗分别披在四位选手身上，
他们享受着来自场内四面八方的欢呼。他们
的名字是纪立家、王鹏耀、朱永钢、张义琦，他
们是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
逐 UL 级比赛大决赛的全部四名参赛选手，
冠亚季殿军获得者。
　　中国残奥单板滑雪没有冬残奥会奖牌的
历史，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被改写。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比赛资格赛通常以各
自出发、两滑取最佳成绩的形式决定选手名次，
16 名滑手晋级；四分之一决赛中，每组四人打
乱分组，前两名晋级半决赛；两场半决赛的前两
名晋级大决赛，决出一至四名，后两名晋级小决
赛，决出五至八名。在 18 人参加的该项比赛中，
四名中国选手最终垄断了大决赛的名额。
　　“这就相当于全运会了。”2002 年出生
的朱永钢笑着回忆起站在大决赛出发点时，
队友之间说的一句话。
　　晋级大决赛前，他的一次漂亮的半程超
越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我要
选择对于自己最好的路线。超过之后我就感
觉，已经稳了。”
　　同样是 2002 年出生的纪立家也记得参
加淘汰赛时的场景。“能和队友一起边滑边聊
天，中间被超越的时候我就跟队友说，你去前
边！”他强调，“我们中国队是非常团结的。”
　　这种团结不仅体现在战术上的互相配
合，更是数年来训练生活里的互相照顾。
　　“我们与健全人不同，谁都缺失点什么，
在我们完成不了事情的时候，比如雪板打蜡，
有的人需要两只手来完成雪板打蜡的一个过
程，队友就会主动地来帮助我们。”2000 年

出生的王鹏耀说，“教练的帮助，队友的支持，
让我们完成一次次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选拔、组队时间较短。但近年来，该项目逐步实
现突破，国际赛场的领奖台上越来越多地出现
中国选手的身影。其他项目也是如此，在北京
冬残奥会上，包括单板滑雪在内，96 名运动员
创历史地参加 6 个大项、73 个小项的角逐。

　　改写历史，是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整体
发展的缩影，也离不开其中每一个人的努力
与汗水。
　　 2015 年，朱永钢参加了田径项目训练，
随着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申办成功，他又入选
高山滑雪集训队，并最终“落户”单板滑雪。最
开始他摔了很多跟头，晚上甚至不能仰卧睡
觉，直到调整前后脚后终于找到感觉。而纪立

家则练到会在梦里梦到比赛的场景，然后
在大汗淋漓中醒来。
　　 2004 年出生的张义琦是四人当中年
龄最小的，但进步很快。用他的话来说，在
教练的帮助下，用了两年时间达到“国家队
的平均水平”。这对一个从射击、跆拳道转
项而来的选手来说，难度可想而知。王鹏耀
则简单地概括道：“从一次次摔倒中爬起
来，这就是刻苦了。”
　　从摔倒中爬起的他们，值得享受当天
站在北京冬残奥会赛场上的这份荣耀。这
份荣耀属于他们四个人，属于同日参加比
赛的队友江紫豪、杨健，属于女子障碍追逐
LL2 级的李甜甜、王心雨、耿焱红、胡年
佳，属于男子障碍追逐 LL1 级的武中伟、
刘开阳、刘依扬，属于男子障碍追逐 LL2
级的刘更亮、孙奇。
　　纪立家在混采区接受采访的时候，路
过的孙奇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沉默地从
通道离开。在当日最后一项结束的男子障
碍追逐 LL2 级比赛中，孙奇进入大决赛，
最终排名第四与领奖台失之交臂。在此次
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名单里，他是为
数不多的参加过平昌冬残奥会的选手。
　　“我进入国家队之后，他没少给我帮
忙，教过我很多东西。”回过神来，纪立家对
着面前的话筒与手机说，“无论他第几，他
永远是我们佩服的一个传奇人物。”
　　一代又一代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参与
者的薪火相传，成就了不断刷新历史的北
京冬残奥会，成就了云顶雪面上并列四面
五星红旗的场面。
　　除了那个用来放松心情的“全运会”
梗，王鹏耀说，站在大决赛开始前的出发点
时，四名队友还说了一句话来互相打气。
　　“加油，骄傲是属于中国的。”

洁白冰雪映照四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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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残奥会上，有一个由滑雪和射击组合的
项目，运动员每滑行一段距离后进行一轮射击。这个
项目就是冬季两项。该项目还设有视障组，那么视障
运动员是如何射击和滑雪的呢？
　　其实，视障运动员射击是用耳朵“瞄准”。
　　如同玩射击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不具备听声辨
位的能力，那就判断不了周围的情况：我在哪？其他
人在哪？射击靶位在哪个方位？如果陷入这样的境
地，视障运动员就无法比赛了。
　　听声辨位成为视障运动员必须学会的一个技
巧。视力障碍运动员采用卧姿射击，使用装配有声瞄
准系统的电子步枪，佩戴耳机，收听电子靶位的提示
音，辨别方位和时机进行射击。
　　那么问题又来了，运动员在什么时候射击呢？实
际上，射击主要靠“感觉”。视障组运动员进行射击
时，根据声音判断方向之后，需要通过声音传感器发
出信号的强弱进行目标定位，要在音调最高的时候
射击。
　　同时，运动员必须击中 10 米远的靶子，如果脱
靶将会受到相应处罚，多滑行 150 米。
　　此外，与健全人的冬季两项不同，运动员每次射
击后，观众并不会欢呼。场地内的“气氛组”也会很安
静，因为任何噪音都可能影响运动员的专注度。
　　视障运动员不仅是“神枪手”，也是滑雪界的“武
林高手”。滑雪是对运动员体力、耐力和意志的考验。
残奥冬季两项运动员必须身体强壮，沉着冷静，具备
动静之间快速转换的能力。
　　对视障运动员来说，如何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滑
行呢？
　　领滑员就是他们的“眼睛”。领滑员在运动员前
面滑行，总是提前一个转弯。他们通过对讲机、扬声
器引导运动员完成比赛。视障运动员依靠领滑员滑
行 6 公里。所有环节都需要集中精力，要时刻注意滑
行路线、上下坡和雪况等，领滑员会大声提示地形起
伏变化、快慢转弯等信息，还会指导滑雪战术。
　　当你了解这项运动后，看到视障运动员在雪地
飞驰，又迅速地趴在地上听声辨位射击，马上就会感
受到这项运动动静结合的魅力，也会被视障运动员
的勇气折服。
　　体育赛场上，没有不可能。残缺的美，更展示出
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记者刘博、杨帆、郭雅茹）
         新华社河北崇礼 3 月 7 日电

视障选手如何

滑 雪 和 射 击

  ▲ 3 月 7 日，获得亚军的中国选手王鹏耀、季军朱永钢、冠军纪立家和队友张义琦（从
左至右）在比赛后。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无论是驰骋赛场的“半边天”，还是比赛团
队中不可或缺的“她”；无论是混采区忙碌采访
的女记者，还是赛事保障领域的志愿者及工作
人员……在北京冬残奥会上，面对赛事本身与
疫情防控的双重压力，“她力量”不惧挑战、超越
自我、奋勇拼搏，共同书写着冬残奥会的精彩。
　　“站在起点的那一刻，首先超越的是自
己，然后才是对手。”27 岁的中国残奥高山滑
雪队队员刘思彤说。第二次参加冬残奥会，刘
思彤从心态到技术都成熟了许多。在残奥高
山滑雪女子滑降（坐姿）和女子全能（坐姿）比
赛中，她斩获两枚铜牌。
　　“命运给了我艰难的考验，却也给了我足
够好的奖赏。我不会因自身的残疾而自卑胆
怯，不敢追求梦想。通过高山滑雪运动，我在
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接受了自己身体上的
不完美，以为国争光的荣耀，为自己的生命增
添意义和价值。”刘思彤说。
　　往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刘思彤和许多
女孩子一样，会去网购，趁打折买一些自己喜
欢的漂亮衣服和化妆品。但这次为了冬残奥
会比赛，她将手机调至静音，专心致志比赛。
　　“明天是宝贵的休息日，我会静下心调整
状态，不给自己留遗憾。”刘思彤说，“我也希
望所有女孩都能做最好的自己，遇到困难不
要轻言放弃，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是
酸甜苦辣。”
　　国际残奥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相比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
女性运动员数量有所增加。国际残奥委会主席
帕森斯说：“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很高兴
看到女性残疾人运动员数量创历史新高。”
　　从“冰立方”出来，面带微笑的闫卓谦虚
又从容。闫卓是中国轮椅冰壶队五名队员中
唯一一名女队员。1992 年出生的她，刚出生
便被查出患有疾病，终生无法行走。
　　由于接触项目时间较晚，为增加训练时
间，闫卓常常控制喝水量来减少上厕所的频
次。冰壶场地温度较低，闫卓下肢血流不畅又
没有知觉，长期训练被冻伤也是常有的事。但
她说：“我现在越来越享受轮椅冰壶的乐趣，

我想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中国第一枚冬残奥会奖牌，就是在平昌
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中赢得的金牌。四年
以来，中国轮椅冰壶队两次在世锦赛夺冠，本
届冬奥会有明确的目标：取得金牌。这也是闫
卓和女教练岳清爽的心愿。
　　中国队教练岳清爽说：“相对于男教练来
说，我觉得女教练的想法可能相对更细腻。包
括每一颗球的选择，还更善于观察队员的状
态，包括他们的眼神等等。想得更多，帮他们
考虑得更多。”
　　在参加残奥冰球混合团体赛的 7 支球
队中，38 岁的中国姑娘于静是唯一一名女球
员。前两轮比赛里，中国队先后战胜斯洛伐克
和捷克队，于静虽没获得出场机会，但她在场
边用敲击球杆的方式给队友加油助威。
　　残奥冰球中，运动员滑行、急停、转向、击打
冰球都要靠球杆完成，需要频繁使用手腕的力
量。时间久了，于静的右手手腕鼓起一个大包，
是关节液渗出形成的腱鞘囊肿。“囊肿大的时候
会鼓得很高，手腕都动不了，只能把它按破，然

后休息几天等关节液被吸收后再恢复训练。”
　　于静说：“希望能通过我参与冬残奥会的
经历，让更多女性残疾人关注、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通过体育运动享受快乐、改变生活。”
　　 3 月 5 日，在国家体育馆混合采访区，
一个拄着拐杖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的胳
膊一边是空荡荡的袖管，一条腿是假肢。“这
是我第一次报道冬残奥会。在这个盛大的竞
技舞台上，看到来自全球的残疾人运动员挑
战自身极限、争创佳绩，特别令我动容。”来自
加拿大的女记者卡米耶说。
　　“我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激励我，要像健全
人一样生活。即便是我刚学走路时经常跌倒，
他们也鼓励我要自己站起来。”卡米耶说。
　　在成为记者之前，卡米耶曾是击剑运动员，
这让她在报道时更有同理心。“我知道这些残疾
人运动员在人生境遇上会面临一些困难和问
题，但是我也明白，身体的残疾无法打败他们，
体育运动为他们注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非常热情，
看到我行动不便时会主动帮忙。这个‘三八

节’，我会在赛事报道中度过。”卡米耶说。
　　制定场馆运行政策和制度、巡查各个流
线、为运动员排忧解难……国家体育馆场馆
运行中心经理谢雯雯自 1 月 24 日进入闭
环后，就成为场馆最忙碌的人之一。“作为

‘双奥’人，我身上肩负着光荣的使命。今年
‘三八节’，我们驻地为女同胞准备了鲜花等
礼物，还提前给我们举办‘服务冬奥 女神
最美’庆祝活动，让我们感到特别暖心。”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大四
学生李子贤是一名志愿者，她的服务岗位
在“鸟巢”外的公共区域。
　　“‘三八节’我会继续坚守岗位。”李子贤
说，“观众们热情的回馈，这是我从来没有体
验过的。有的观众会说，‘可以跟你合张影
吗？’‘你们真的太可爱了’或者‘谢谢你们，
辛苦了’。我就会觉得这一天的工作都值得
了。期待明天观众们给我们送上的祝福！”
  （执笔记者：罗鑫；参与记者：马锴、张
骁、高萌、王君宝、李典、谭畅、赵建通）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不

惧

挑

战

绽

放

精

彩

冬
残
奥
会
上
的
﹃
她
力
量
﹄

  ▲斯洛伐克队选手莫妮卡·孔克洛娃在
轮椅冰壶循环赛中（3 月 5 日摄）。

  ▲爱沙尼亚队选手卡特琳·里德巴赫(左)在轮椅冰壶循环赛中与工
作人员交流(3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关注 北京冬残奥会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记者赵建通、董
意行）7 日，北京冬残奥
会进行了残奥高山滑
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
越野滑雪以及轮椅冰
壶项目的比赛。中国代
表团取得 1 金 4 银 4
铜的成绩，纪立家、王鹏
耀、朱永钢创造了在冬
残奥会上包揽金银铜
牌、让三面五星红旗同
时升起的“名场面”。
　　在 7 日的残奥高
山滑雪全能项目比赛
中，中国队在 6 个项目
上收获 2 银 1 铜。在女
子全能视障组比赛中，
中国选手朱大庆在第
一轮超级大回转的比
拼中排名第一，但在第
二轮回转比赛中被斯
洛伐克选手亨列塔·法
尔卡索娃反超，最终得
到银牌。赛后朱大庆略
带遗憾地说：“在开赛前
的官方训练中我受了
伤，对比赛有一定影响。
接下来我会好好调整，
争取在后面的比赛里
发挥得更好。”
　　当天在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同样遗憾错失
金牌的还有中国选手张梦秋。她在女子全能站姿组
比赛同样是在第一轮领先的情况下被反超，拿到银
牌，金牌被瑞典选手埃芭·奥尔舍夺得。赛后张梦秋
表示：“有些遗憾。不过我尽力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会
好好调整，不会受到影响。”
　　残奥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比赛当日在云顶滑雪公
园进行了 4 个项目的奖牌争夺。在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半决赛中，纪立家、朱永钢、王鹏耀和张义琦包揽晋
级大决赛的名额，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全部奖牌。大决
赛起点处四位选手全部是同一代表队的运动员、终点
处同时闪耀三面五星红旗——— 中国队不但一举实现
了奖牌“零”的突破，还创造了该项目在冬残奥会上从
未有过的“名场面”。最终，19 岁小将纪立家摘得金
牌，王鹏耀获得银牌，朱永钢因与张义琦发生碰撞在
赛道中摔倒获得铜牌。
　　纪立家赛后说：“接触体育以后，我感觉身边多
了残疾人朋友，那时候我就感觉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是体育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残奥越野滑雪方面，在男子长距离传统技术站
姿比赛中，中国选手蔡佳云发挥出色夺得亚军，邱明
洋摘得铜牌，冠军由日本选手川除大辉获得。
　　在“冰立方”进行的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循环赛
中，卫冕冠军中国队状态回暖，继 6 日战胜爱沙尼
亚队后，7 日又接连击败韩国队和瑞士队。
　　目前，中国代表团以 7 金 8 银 10 铜的成绩遥遥领
先其他代表团，暂居冬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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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北

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

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激战正酣。

轮椅冰壶赛制要求每队至少有 1 名

女队员参赛

  这些坐在轮椅上的女运动员在

赛场内外流露出的坚毅眼神、灿烂笑

容以及身上佩戴的特色配饰，都展现

出她们自强、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

以及对体育运动的热衷、对生活的

热爱

  中国队选手闫卓在轮椅冰球循
环赛中掷壶（3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