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兵

3月 9日，在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

循环赛中国队与挪威队比赛的最后一局

中，随着四垒王海涛的精准一投，中国队

成功完成了逆转，将比分从 3比 4改写为

7比 4。
岳清爽在教练席上激动得拍打着桌

子，连声说：“海涛，你太棒了！”

开赛以来，中国轮椅冰壶队四名场

上选手配合默契，技战娴熟，给观众和记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国轮椅冰壶队唯一的女运动

员，闫卓体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致和敏

锐。几年来，她都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

子，随时记下比赛要点和心得体会，用以

提醒自己和队友避免失误。“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是我们的法宝。”

不光是在赛场，中国队还极为重视

场下的调节。当天下午 1 时许，距离正

式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中国轮椅冰壶

队的休息室里传来了热烈欢快的歌声，

不时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这是大家在

进行赛前心理调节。

本届冬残奥会，孙玉龙作为队伍替

补一直没有上场。但教练岳清爽说：“玉

龙负责调节队伍气氛，比如唱歌，鼓励大

家，他也是‘有功之臣’。”

整个北京冬残奥周期四年备战中，

中国轮椅冰壶队 12 名队员一起奋斗。

“队员们都非常优秀，平时也配合的特别

好。但考虑每个垒次上均衡的力量，决

定了这次的阵容。”

轮椅冰壶没有扫冰，需要运动员完

全靠着臂力和杆把冰壶推出去，力量的

掌控必须非常精准。王海涛表示，除了

训练，剩下时间都是在研究、改进和完善

技战术。“训练结束后队员们经常会聚到

一起探讨训练课出现的问题。日积月

累，问题一一被解决，我们的感情也越来

越深厚。”

岳清爽说起队伍亲如一家的故事，

嘴角露出了笑容。“过年的时候，我们会

一起包饺子；有了空闲一起看电影，玩游

戏。我们不是像，而是就是一家人。”

轮椅冰壶运动员每天都要进行近

千次的“投营”训练，长年累月，长期

坐在轮椅上，下肢和腰部很容易出

现问题。队医和康复师也会保障运

动 员 的 身 体 能 调 整 恢 复 到 最 佳 状

态。队员们、教练们和医师们也亲

如一家。

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轮椅冰壶

为中国冬残奥会代表团取得了首枚金

牌。此次他们力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发挥出色。“我们是有实力的，我们每

一个人都渴望在这里延续荣誉。”岳清

爽说。

（本报北京 3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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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窦菲涛

“我的雪橇座椅连接雪板的

零件有点松了，明天一早还要比

赛，能不能帮我看看，今天一定要

帮我修好！”3月 7日下午，中国运

动员刘子旭匆匆赶到张家口冬残

奥村的维修服务中心，焦急地和

辅助器具维修技师朱思维说。

3月 8日上午，刘子旭要参加

北京冬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中距

离（坐姿组）的比赛，雪橇直接关

系着竞技表现。经过详细检查，

朱思维和同事发现刘子旭雪橇的

4 个连接零件都老化了，有的已

经生锈了。拆掉损坏零件、取出

生锈螺钉、反复调试…… 1 个多

小时后，故障终于被排除。

“真的太感谢了！”反复试坐

雪橇后，刘子旭连声向朱思维道

谢。离别时，他还拿出自己的冬季

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组）金牌，和

朱思维合影留念。今年 30岁的朱

思维来自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

心，是一名专业辅助器具维修技

师，曾在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参

与辅助器具维修保障工作。

“现在冬残奥会的比赛正在

进行，运动员把损坏的辅具送来

时 一 般 都 特 别 着 急 ，怕 影 响 参

赛。”接到维修任务，朱思维和同

事们都会竭尽全力，争取在最短

的时间内把辅具修好。每次把辅

具修好还给运动员时朱思维都特

别有成就感，“有的外国运动员

还会用中文和我说谢谢。”

“辅助器具维修是一

份充满阳光和爱的事

业，能够用我的专

业技术帮助残疾

人 提 高 生 活 质

量。”2013 年大学

毕业后，朱思维就

一直从事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辅助技术

研究、产品研发及标

准化等工作。

“作为东道主，希

望把中国技师最好的技

术、服务、精神面貌展现

给全世界的残疾人朋友。”

朱思维非常珍惜冬残奥会的辅具

服务保障工作，“团队成员都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技师，可以和大

家相互交流学习”。

目前，国内的辅具行业在技

术、产品等方面进步很快，但还需

要在设计中更多地融入人文关怀

理念。“北京冬残奥会的举办，不

仅能让更多的残疾人看到辅助器

具的作用，也能鼓励残疾人积极

参与运动。”朱思维说。

（本报 3月 10日张家口电）

图为朱思维和刘子旭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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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晚，中

国残奥冰球队 4 比 3 战

胜捷克队 ，拿到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残奥冰球混合团

体赛的半决赛入场券，3 月 11 日

将迎战美国队。作为首次参加冬

残奥会残奥冰球项目的队伍，中国

残奥冰球队已取得四连胜。

令人惊喜的成绩背后，不仅

有作为“东道主”的心理优势，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的重视与持续投入。

我国残奥冰球、残奥单板滑雪、

残奥高山滑雪等项目起步晚，基础

较弱，有的甚至是从零起步。为此，

中国残联坚持全时训练理念，聘请

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员，积极运用科

技成果，为提高残疾人冰雪运动竞

技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残奥冰球对抗激烈，比赛规则

允许合理冲撞，因此必须有过硬的

“战斗体能”。“在近几年的备战中，

队伍一直保持高强度训练，一般一

天两练，上下午各一次，通常打完一

节队内赛，衣服就湿透了，但队员们

从未有过怨言。”中国残奥冰球队副

领队王建斌表示。

2017 年，中国残奥冰球队聘请

俄罗斯功勋教练尼古拉·沙尔舒科夫

担任主教练。尼古拉·沙尔舒科夫

曾带领俄罗斯国家残奥冰

球 队 获 得

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银牌。他表示，

相较于欧美球队，中国队在国际赛事

比赛经验有一定差距，但中国队队员

们的刻苦训练和团结精神令人鼓舞。

北 京 2022 年 冬 残 奥 会 开 幕 以

来，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队队员刘思

彤已经赢得两枚铜牌。刘思彤的主

教练卡佩利·达里奥来自意大利，26
岁开始执教残疾人滑雪，曾率队取

得 2006 年都灵冬残奥会、2018 年平

昌冬残奥会的多枚金牌。“达里奥教

练非常细心，每次训练比赛换装备，

使用什么样的蜡，怎么修板，他都会

悉心教授。”在刘思彤看来，自己的

成绩和主教练的指导密不可分。

自 2018 年起，中国残奥冰球队

先后前往俄罗斯、加拿大、芬兰、德

国拉练，比赛经验的积累带来了竞

技水平的提高。

与残奥冰球队相同，中国残联

对参加北京冬残奥会全部 6 个大项

的运动员，开展了全年不间断的训

练，坚持夏训与冬训、境内与境外、

训练与比赛相结合，运动员

的 竞 技 水 平

不断得到提升。

3 月 7 日，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

队员纪立家、王鹏耀、朱永钢、张义

琦分列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冠亚季殿军。“除了教练员、

运动员的努力外，越来越多的先进

科技被运用到训练备战中。”中国残

奥单板滑雪队教练员张洪展表示，

优异的成绩离不开科技的助力。

“科研团队为我们研发了一套出

发门训练设备，能够准确测量比赛出

发时左右胳膊的力量。”纪立家举例

说，这样就能通过数据发现自己的具

体不足，便于后续进行针对性的训

练，“对我们运动员帮助特别大”。

2018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

技冬奥”重点专项特别设立了“冬残

奥运动员运动表现提升关键技术”

项目。“我们以技术动作优化、专项

辅助器具、伤病预防和康复等为重

点，研发出一批科技成果。”项目负

责人清华大学智能与生物机械研究

室主任季林红表示，这些成果可以

让运动员的训练更加科学有效，进

而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

（本报 3月 10日北京电）

本报记者 窦菲涛

在冬残奥比赛中在冬残奥比赛中，，领滑员是视领滑员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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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3月 9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冰球

项目资格赛中，中国队以 4比 3击败捷

克队，晋级半决赛。

从 3 场小组赛到本场资格赛，中

国队取得四连胜的战绩。

中国冰球队此次共有 18 名运动

员参赛。虽然这支队伍 2016 年才开

始组建，但球队在本届冬残奥会上展

现出了不俗实力。队长崔玉涛对记者

表示：“我们的队伍很团结，队内气氛

非常好。这几场比赛都有效地执行了

战术，队员们各司其职，互相帮助。”

崔玉涛今年 36 岁，来自山东平

度。18 年前的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

左小腿。他与体育结缘完全是一个巧

合，接触冰球项目更是偶然。

2010年，在平度市残联工作人员的

建议下，崔玉涛开始练习自行车项目。

2016年，青岛市组建残疾人冰球队，教

练打电话对他说，看过他既往的运动成

绩，觉得他条件不错，让他去试训。

崔玉涛当时年过 30 岁，又有稳定

的生活，所以他没有过多考虑，委婉地

拒绝了对方的邀约。但冰球队教练一

连打了多个电话，“三顾茅庐”下，崔玉

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答应了。

残疾人冰球运动依靠选手在冰橇

车上保持平衡，前进需要利用带齿牙

的手杖来撑地获得动力。崔玉涛至今

清楚地记得试训是在 2016 年的 4 月。

“就试训了一个周末，

教练觉得我的平衡性

不错，有发展潜力。”

崔玉涛觉得冰球项目非常有意思，还

可能参加“家门口”的冬残奥会，他认

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必须全力以赴。

正滑、倒滑、压步、急停……冰球

每个动作既要有力还要可控，需要保

持平衡和上下肢协调。崔玉涛每个训

练日坐在冰橇上持续滑行上百公里，

有时会摔得鼻青脸肿，身上也是青一

块紫一块。即便这样，他仍旧贴着药

膏在冰场训练。家人看在眼里，疼在

心上，好几次都劝他放弃。

可认准了冰球这条道路的崔玉涛

却像着迷一般，身体上的伤痛没能阻

挡他追逐心中的残奥梦想。

“和我一批进队的队员大部分都

离开了。我的性格是认准了的事情，

就坚持做下去，并尽自己的努力做到

最好。”在充分的沟通后，他终于获得

了家人的支持。

残奥冰球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运

动员全程在冰橇上进行比赛。由于比

赛中战术复杂多变、节奏快、对抗激

烈，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应变能力，都

面临极大的考验。

为了训练体能，已过而立之年的

崔玉涛每天坚持腿部拉伸运动 40 多

分钟，并且单手做俯卧撑 150 个。“冰

球比赛允许合理冲撞，一场冰球相当

于一场‘肉搏战’，我又是前锋，对身体

素质与体能要求非常高。我只有这样

刻苦练习，

对 身 材 高 大 的

欧 美 选 手 才 有

优势。”

大家齐心努力下，中国残疾人冰

球队一路战绩不俗。在 2018 年举办

的世界残奥冰球(C 组)锦标赛上，他们

以不败的成绩获得冠军，我国残奥冰

球队由此首次成功晋级残奥冰球世锦

赛 B组。去年 9月的世锦赛上，中国队

又以 B 组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拿到

本届冬残奥会的“入场券”。

作为球队中的“大哥”，崔玉涛在

比赛和训练中一次次用呐喊和行动激

励队友，在生活中对年轻队员多有照

顾。“年龄最小的队员，比我小一半。

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有责任把

他们带好”。

“从来只有拼来的精彩，没有等来

的辉煌。接下来的比赛，我和队友将

全力以赴，努力为祖国争得荣誉。”崔

玉涛充满自信地表示。

（本报北京 3月 10日电）

图为 3 月 9 日晚，在北京 2022 年
冬残奥会残奥冰球项目决赛资格赛
中，中国队以 4 比 3 战胜捷克队。图
为中国队队长崔玉涛（左）在比赛中
拼抢。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中国中国残疾人运动几乎从残疾人运动几乎从““零零””起步起步，，在政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下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下，，

运动员刻苦训练运动员刻苦训练，，高水平教练团队悉心指导高水平教练团队悉心指导，，科技力量提供科技力量提供““加持加持””

本报记者 刘兵

北京冬残奥会开赛以来，每一次

现场观赛，每每让记者感动不已——

赛场上总有一种精神催人奋进，总有

一种力量打动着人心。

高山滑雪项目被誉为“冬

奥会皇冠上的明珠”，对于

健全人来说，难度已经颇

大，对于残疾人来说更是充

满着挑战。20 岁的张梦秋

在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

大回转（站姿）项目上一举

夺金，实现了中国队在这一

项目上的新突破。张梦秋

矫捷的身姿、完美的发挥，

印刻在现场每一位观众的

脑海里。

7 日，北京冬残奥会云

顶滑雪公园，3 名中国选手

纪立家、王鹏耀、朱永钢分

获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

追逐UL级冠亚季军。当三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闪耀雪

地之时，中国残奥单板滑雪

没有冬残奥会奖牌的历史，

以这样一种令人激动人心

的方式被改写。

这 样 的 感 动 瞬 间 ，在

北京冬残奥会的各个赛场

不断上演：坐姿滑雪运动

员高速完成“刀锋之舞”，

视障运动员通过声音进行

冬季两项射击，残奥冰球

运动员快速的辗转腾挪和

高强度对抗……

他们不仅完成了对自

身的超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都

是巨大的鼓舞。

北京冬残奥会精彩竞技的背后，

是残疾人运动员们不懈的坚持和辛

勤的汗水。自强不息，突破自我，这

不只是残奥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

更是他们现实生活里的真实写照。

在冬残奥赛场上，他们争金夺银，同

场竞技；在生活中，他们直面挫折，创

造奇迹。

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在于，他们对

于人生的乐观信念。在消沉和放弃

还是进取和坚持之间，他们选择了后

者，并且不再动摇。

残 奥 单 板 滑 雪选手朱永

钢告诉记者，身体残疾后曾无数次想

到放弃，但通过练习滑雪，又逐步找

到了自信和生活的乐趣。

“没有人会主动选择残疾，但不

幸降临在身上，我只能不向命运屈

服。”采访中，这位年轻小伙子

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即使

隔着口罩，也能通过他笑到

微微眯起的眼睛，感受到他

的那份乐观、自信和坚强。

自强不息，永不放弃，

同 样 是 张 梦 秋 的 性 格 特

质。刚入滑雪队的张梦秋

反 应 速 度 要 比 其 他 人 略

慢。当教练在讲解动作要

领 时 ，别 人 一 个 小 时 就 能

学 会 的 动 作 ，对 于 张 梦 秋

来说需要花两三倍的时间

才能掌握。“大不了多花时

间，我才不想放弃，我一开

始就给自己定下了站上大

赛领奖台的目标。”

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

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残疾人

参与和融入社会的重要渠

道。自 2016年至今，我国已

连续 6 年举办“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为残疾人参与冰雪

运动搭建平台。随着更多冬

残奥项目在全国蓬勃开展，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在冰

雪运动中收获梦想，创造竞

技奇迹。

“我 们 一 定 不 要 自 我

设限，要勇敢地走出来，大

声说出‘我可以’。经过踏

实的努力后，我们会有收获的。”中

国残奥冰球队中唯一的女队员于

静这样对残疾人朋友吐露心声。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图为3月8日，在北京2022年冬
残奥会冬季两项女子中距离（视障
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跃获得铜牌，
实现了中国视障运动员在残奥冬季
两项中奖牌零的突破。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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