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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3月 7日，在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

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决赛中，

出现了令现场全体中国观众兴奋的一

幕：站在决赛赛道前的 4 位运动员全

部是中国选手。经过角逐，

纪立家夺得冠军，王鹏耀、朱永钢分别

获得银牌和铜牌。

在自己的家乡河北夺冠，令还差

几 个 月 才 满 20 岁 的 纪 立 家 十 分 激

动。他对记者说：“这份荣耀不光是我

的，也是我的教练、队友以及关心我、

支持我的朋友们的。”

纪立家 6岁时，遭遇了一场意外，

从此失去了左前臂。2016 年，河北省

残疾人单板滑雪队成立，年仅 14岁的

纪立家凭借出众的运动才能，被教练看

中，由此开始单板滑雪专项训练。

参与雪上竞技，这个选择意味着

日复一日艰辛的训练。进行单板滑雪

训练时要完成跳跃、腾空、转体等动作，

摔倒和受伤可能时有发生。身边的人

并不是都支持他练习滑雪的决定。“练

体育太辛苦了，何况是残疾人，要拿金

牌更是难上加难”。

凭借对滑雪的兴趣和“一定要练出

成绩来”的信念，纪立家并没有打退堂

鼓。短短两年多的

时间里，在河北省

残联单板滑雪教

练团队的指导

下 ，纪 立 家

进步神速，

在 国 内 比

赛中屡创佳

绩 。 2018 年

5 月 ，纪 立 家

得到国家队的

召唤，进入残疾

人 国 家 单 板 滑

雪队。

进 入 国 家

队后，纪立家训

练 更 加 刻 苦 。

为了尽快提高水平，他经常在训练结束

后主动加练，每周休息日还主动去健身

房做拉伸，提升体能。

每次在室内进行体能训练时，纪立

家都得戴上一个特制的工具：在左手缠

着的钩子。做杠铃拉举，他需要用钩子

勾住杠铃杆，拉住杠铃并举起来。而在

举哑铃时，他需要将左前臂穿进杠铃片

中间的孔洞里。时间一长，他左前臂截

肢处已磨出了一圈老茧……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终有回报。

近年来，纪立家先后斩获亚洲杯、全国

残运会等比赛的冠军。2019 年，他还在

残疾人单板滑雪世界杯芬兰站障碍追

逐赛中勇夺冠军。

纪立家坦言，由于身体残疾，自己原

先是一个非常腼腆害羞的人。通过练习

单板滑雪，他积极和教练、队友交流，性

格逐渐变得开朗。“我小时候夏天都不敢

穿短袖，害怕别人看到我的手臂。我很

少说话，也不敢接触家人以外的人。可

以说，是体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今，纪立家实现了让五星红旗在

冬残奥会赛场上升起的梦想。采访中，

他提到最多的是国家。“我是一个普通的

残疾人，今天获得金牌，能为国家争光，

离不开国家这些年的培养，离不开国家

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我怀着感恩的

心，今后要加倍努力报效祖国”。

纪立家接下来还要出战坡面回

转的比赛，他同时鼓励全国的残疾

朋友打破障碍，融入社会，勇敢追求

自己的梦想。“我希望残疾人朋友们

都能勇敢地走出来，找到自己的兴

趣，努力拼搏和奋斗，我们同样能够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报张家口 3月 8日电）

压题照片：3月 7日晚，在北京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颁
奖广场举行的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
逐（UL级）颁奖仪式上，三面五星红
旗同时升起。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本报记者 刘兵

北京冬残奥会的赛程已近半，

除了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们拼搏的

身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无论是

在各竞赛场馆，还是在冬残奥村，每

一条平缓的坡道，每一段牢

固的扶手，这些无障碍化

设施传递出的温度和关爱

也感染着大家。

本届冬残奥会，运动

员们能够无障碍穿梭于高

差 900 余米的国家高山滑

雪 中 心 ，能 够 使 用 手 机

APP进行冬残奥村内无障

碍路线导航，能够听冬残

奥手语播报专业赛事……

这些都离 不 开 无 障 碍 环

境的建设。

在国家游泳中心，看

台无障碍座席及无障碍卫

生间均相应增加了尺寸，

将在赛后作为永久设施保

留……混合采访区的挡板

高度，也从原来的 1.2米降

到了 60 厘米，让冬残奥运

动员接受采访更方便。

在冬残奥会的很多场

馆，电梯除了在正常高度

设置的上、下按钮外，在

距离地面 20 厘米处还设

有 一 组 ，轮 椅 使 用 者 可

直 接 用 轮 椅 触 碰 按 钮 。

场馆卫生间创新使用了

自 主 创 新 研发的双位排

水控制系统，墙面设有两

个控制按钮，上肢残疾或

下肢残疾人士都可方便

触及。

记者所在的场馆媒体中心也加

入了很多无障碍化设施。如低位服

务台、无障碍标识，轮椅坡道和辅助

板等。

此外，冬残奥会赛时网站也采

用了无障碍模式，运用技术手段将

有效信息以文档标记的方式注入

网站，用户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读

屏软件，将赛时网页上的信息，通

过声音方式进行接收，方便了视障

人士浏览冬残奥会网站……这些

细节，都彰显出冬残奥会服务的水

平和温度。

有了无障碍设施，还必须辅之

以相应的无障碍服务。如医疗方

面，北京冬残奥会确定 41家定点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特殊医疗救助服

务培训，在相关场馆提供轮椅、假肢

维修等服务。安保方面，制定人性

化安检规范，为残疾人接受安检提

供便利……

为了使无障碍设施和

无 障 碍 服 务 做 到 相 辅 相

成，北京冬奥组委对所有

场馆团队及服务保障人员

进行了无障碍理念、无障

碍礼仪、沟通技巧、服务技

巧、残奥会服务要点及主

要残障客户群特点等一系

列培训和演练。

获得残奥单板滑雪女

子障碍追逐 LL2 级项目金

牌的法国选手塞茜尔・埃

尔南德斯盛赞道：“无论是

在冬残奥村，还是在竞赛

场馆，中国的无障碍化设

施非常完善，各项无障碍

化服务的体验也非常好。”

除了消除物理上的障

碍外，更需要打破人们内

心的障碍。偏见和刻板印

象等社会观念，更像一堵

难以逾越的“障碍”。残障

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

这首先需要残障人士

自己要勇于跨越，同时也

需要社会中每一个人消除

对残疾人群体的误解。应

该认识到，无障碍环境不

仅仅是保障残疾人士平等

参 与 社 会 生 活 的 重 要 条

件，也会给我们身边的老年

人、伤病人员乃至我们自己带来很

多安全和便利，对全社会都具有重

要意义。

北京冬残奥会揭幕以来，京张

地区艳阳高照。本届冬残奥会的各

种无障碍设施和贴心服务，如同暖

阳一般让每位残疾人运动员都倍感

温暖，也让我们共同见证着一届成

功的冬残奥会。

（本报张家口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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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窦菲涛

冬残奥运动员手中的领奖花束看似

普通，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记者从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组委会获

悉，运动员的颁奖花束出自北京市脊髓

损伤者希望之家。这些花束都是手工编

结而成，含有七种花卉。

看着获奖运动员们在颁奖仪式上挥

舞着美丽的绒线花束，唐占鑫倍感自

豪。作为北京

市脊髓损

伤 者 希 望 之

家 的 创 始 人 ，

唐占鑫也是一名脊髓损伤者。2021 年 8
月开始，她和 150 余名残疾人和家属志

愿者一起，手工制作了 500 余束北京冬

残奥会颁奖花束。

据悉，北京冬残奥会采用手工绒线

编结花束作为颁奖花束，既保留了奥运

颁奖仪式中花束的形制，又践行了可持

续的理念，寓意着温暖、祥和，还可以永

久保存，成为“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

北京冬残奥会颁奖花束采用非遗技

艺“海派绒线编制法”，每一片花瓣和叶

子都要一针一线的手工钩编。编织花束

是个考验耐心的技术活，完成一束花要

钩织 1万多针。

颁奖花束的花枝和主干之间都

由铜丝连接，这部分必须包得严丝

合缝。“有些获奖运动员可能是没有

上肢的，当他们把花束夹在脖子上

的时候，不能让这些金属碰到或者

刺伤他们。”唐占鑫告诉记者，每束

花都经过了严格的质检。

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北京冬

残奥会的颁奖花束包括玫瑰、月季、

铃兰、绣球、月桂和橄榄，分别象征着

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与和

平。“我们觉

得应该增

加一朵波

斯菊，体现残

疾人顽强不息的精神”。最终，唐占

鑫和同事们的建议被采纳。

“参与北京冬残奥会颁奖花束

的制作，本身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

国残疾人的手工技能和自强不息的

精神，还能提升广大残疾人朋友的

自信心。”唐占鑫说，期待更多中国

残疾人运动员走上冬残奥会的颁奖

台，“更多的颁奖花束被中国运动员

领走”。

（本报张家口 3月 8日电）

图为北京市脊髓损伤者希望之
家的残疾人和家属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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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窦菲涛

3 月 7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第 3
个比赛日共产生 14枚金牌，中国队凭借

单日收获 1 金 4 银 4 铜继续领跑奖牌

榜。冬残奥会赛场内，各国运动员激战

正酣。与此同时，在各地的冰雪运动场

地，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也在如火如荼

的进行。

“虽然摔了几跤，但滑雪的感觉真的

很爽，非常开心！”3 月 8 日，河北保定市

民侯小玲正在涞源县七山滑雪场练习滑

雪技能。当天，她和 100 多名残疾人朋

友参加了保定市第六届“冰雪河北 快乐

你我”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体验了

雪地接力、雪地行走等项目。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

功申办后，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也迎来

重大发展机遇。早在 2016年，中国残联

就制定了《残疾人大众冰雪行动方案》，

提出“鼓励更多残疾人与健全人一道参

与冰雪运动，逐步满足残疾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需求，提高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

的参与率，帮助残疾人康复健身、体验

快乐、融入社会”的工作目标。

自 2016 年起，中国残联连续 6 年举

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每年 11月至次

年 3月，各地组织冬残奥项目体验、大众

冰雪体育赛事、冬季康复健身训练营、

冰雪嘉年华等活动，为残疾人参与冰雪

运动搭建平台。

在北京，冰雪嘉年华活动已成为残

疾人参与奥运、赏冰乐雪、冬季健身的

品牌活动，平均每年有上万人体验。“据

不完全统计，每年冰雪季，我国残疾人

参与冰雪运动人次达到 30万”。中国残

联体育部副主任勇志军表示，随着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的举办，相信越来越多

的残疾人会参与冰雪运动。

长期以来，受残疾人身体条件限

制、冰雪场地无障碍设施水平等因素影

响，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存在一定困

难。为此，中国残联在推动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同时，组织推广了旱地冰壶等大

众冰雪体

验 项 目 ，

不断降低

残疾人参

与冰雪运

动 的 门

槛。第十

届全国残

疾人运动会还举办了旱地冰壶比赛，首

次将残疾人大众冰雪项目纳入全国残

运会。

“对于残疾人而言，参与冰雪运动不

仅可以康复健身，也能帮助他们克服心

理障碍，让残疾人在运动中收获自信和

友谊。”涞源县的体育教师王海洋告诉

《工人日报》记者，希望更多的残疾人

能通过冰雪运动提高生活质量，让人

生更加丰富多彩。

（本报张家口 3月 8日电）

图为 3 月 7 日，中国运动员在比
赛前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
杨树安解读背后原因

▼3 月 7 日，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越野
滑雪男子长距离（传统技术-站姿组）比赛中，
加拿大选手马克·阿伦兹冲过终点后趴在地
上，已经通过终点的中国选手蔡佳云立即上前
将他扶了起来。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3月 8日，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冬季两项
男子中距离（坐姿组）比赛中，中国选手刘梦涛获得
金牌。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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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冰雪季，我国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达到3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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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姬烨 董意行 汪涌）在北京冬残奥会

奖牌榜上，截至 7 日，中国体育代表

团以 7 金 8 银 10 铜的成绩领先。而

在 4年前的平昌冬残奥会上，我国刚

刚在轮椅冰壶中实现冬残奥会金牌

和奖牌“零的突破”。对于这种突飞

猛进，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

解读了背后的原因。

杨树安表示，往届冬残奥会，中

国代表团参加的项目少，但这次实

现了全项参赛，这背后，最主要的是

因为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强烈

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残疾人走向社

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全面发展，包括

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大量

关心和支持。

“在我国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之后，短短六七年间，

残疾人积极参与（冬季）体育项目，

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杨

树安说，“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对残

疾人体育事业有了更多的条件去关

心和支持。残疾人又非常自强不

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毫无疑

问，我们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杨树安也表示，冬残

奥会不仅仅在于谁拿到了金牌，更

要看到残疾人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忘

我拼搏、克服困难、一往无前的大无

畏的精神，这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他

们鼓掌。

国际残奥委会新闻发言人克雷

格·斯彭斯也感叹说，中国代表团在

3 个比赛日中就收获 25 枚奖牌，这

无疑是“现象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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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
云顶滑雪公园的无障碍设施云顶滑雪公园的无障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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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77 日晚日晚，，中国选手纪立家中国选手纪立家
（（中中）、）、王鹏耀王鹏耀（（左左））和朱永钢包揽金和朱永钢包揽金、、
银银、、铜牌铜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窦菲涛窦菲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