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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经过一周的转换时间，北京冬奥会几

乎无缝切换为北京冬残奥会。与冬奥会不

同 的 ，是 冬 残 奥 会 只 有 轮 椅 冰 壶、冰 橇 冰

球、冬季两项、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高山

滑雪 6 个项目，赛程大幅缩减，而与冬奥会

相同的，则是中国代表团在赛场内外展现

出来的昂扬斗志、拼搏精神。

这在产生单项金牌数量最多的高山滑

雪赛场最为明显：开赛 48 小时，中国残奥

运动员就在这里奏响了“创造历史”的主旋

律，无论是收获金牌、银牌、铜牌的运动员，

还是无缘领奖台只能记录下自己完赛名次

的运动员，都是残疾人运动员的优秀代表。

“激动，还是激动，脑子里好长时间都

是空白的。”梁景怡在残奥高山滑雪男子超

级 大 回 转 比 赛 后 很 是 兴 奋 ：“ 我 第 一 个 出

发，出发的时候把所有顾虑都抛在脑后，心

里面只有赛道和旗门。后面还有很多人出

发，我就盯着他们的成绩，也不知道自己在

想什么、该想什么。”

前一天的男子滑降（站姿）比赛，梁景

怡以 0.19 秒之差获得第四名未能登上领奖

台，但他很快抹平心里的遗憾继续投入到

第二天的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这场决赛

他在所有 39名参赛选手中第一个出场，1分

09 秒 11 的成绩对他来说并不“保险”，在经

历了 1 个小时的等待和煎熬后，没有人完成

对他的超越——第二名奥地利运动员马库

斯·萨尔歇尔只比他慢了 0.24 秒——这位

19 岁的河北少年让中国高山滑雪队收获了

冬残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而比金牌更

重要的，是梁景怡真真切切触碰到了自己

的梦想，他用行动告诉更多残疾人和健全

人，“为梦想拼命努力不分彼此”。

“我就是一个来自普通农民家庭的孩

子，现在我的妈妈还是个体户，爸爸在给别

人打工，但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梁景怡说，

“虽然去年有一次在训练中我狠狠摔了一

下，锁骨骨折，他们其实挺担心的，也劝我

是不是先退队养伤，但我跟他们聊了很长

时间，最后他们还是同意我继续参与训练

比赛，向北京冬残奥会的梦想努力，我真的

非常感谢他们。”

梁景怡自小左臂神经受损导致残疾，

在 家 人 的 关 爱 下 他 走 出“ 自 卑 ”的 狭 窄 空

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则成为他走向更广

阔人生的踏板：14 岁时河北省残联选材

备战 2022 年冬残奥会，出色的身体素质

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在海选中脱颖

而出——他是保定市唯一进入备战冬残奥

团队的人选 。2016 年，在训练基地表现出

色的梁景怡被教练定向推荐到高山滑雪国

家队，自此开始自己的“高滑”生涯。相对于

冬残奥会开展的多数项目而言，高山滑雪

的“危险程度”最高，坡道陡、速度快、动作

多，由于重心不好把控，在雪道上的训练即

便全神贯注也难免“摔飞出去十几米”，但

梁景怡“从来不怕”，因为这是他实现人生

价值、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所以他在一次

次摔倒后一次次爬起来继续滑行，终于等

来了自己生命完全绽放的那一刻。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在延庆小海坨

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当男子超级大回转冠

军成绩定格在梁景怡身上，这个大男孩拿着

属于自己的“金容融”笑得那么爽朗。

“ 这 个‘ 金 容 融 ’是 一 定 要 送 给 爸 妈

的。”梁景怡说，“如果后面的比赛还能再获

得冠军，我就要送给教练，是教练让我在雪

道上找到快乐。”

梁景怡是笑着夺冠的，张雯静是“哭”

着接受铜牌的——但这位女子超级大回转

（坐姿）季军的眼泪里没有“遗憾”，只有实

现梦想的自豪。

“通过终点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就下来

了，我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能在这里把自己

完全展现出来。”张雯静说，“海坨的赛道很

难，昨天我的滑降都没有完赛，但我跟自己

说，我都来奥运会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只

要完赛就是突破自己的极限了。要知道我

第一次接触这个赛道的时候特别害怕，根

本不敢下去，一步一步挪着走，但只要我突

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就发现自己还是能

做到这一切的。”

梁景怡、张梦秋、张雯静、朱大庆⋯⋯残

奥英雄们让高山滑雪赛场变得格外开朗。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自强

不息的精神风貌，残奥运动员重在展示精

神；展示我们冬残奥运动发展成果；努力争

创佳绩，为国争光，践行‘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的誓言，奋勇拼搏，超越自我”，这是本

届中国冬残奥代表团的参赛目标。北京冬

残奥会总共 9 个比赛日，至 3 月 7 日记者截

稿 赛 程 已 过 1/3，就 在 这 短 短 3 个 比 赛 日

中，中国残奥代表团已经谱写了令人感到

震撼的新的历史篇章，而中国代表团此前

5 届冬残奥会之旅，只在 4 年前平昌冬残奥

会上获得过 1 枚金牌，既无银牌亦无铜牌，

残疾人冬季项目的薄弱不容回避。

但“薄弱”已经成为过去。北京冬残奥

会，中国残奥运动员在高山滑雪以及更多

的雪上项目中展现出令人惊讶的“中国速

度”和“中国精神”——国务院 3 月 3 日发布

《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中

的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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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术 官 员 从 无 到 有 发 展 到

100 多人。自 2018 年起，每年举办全国性冬

残奥项目比赛，并纳入 2019 年和 2021 年全

国残运会赛事 。2016 年以来，中国残疾人

运动员参加冬残奥系列国际赛事，共获得

47 枚 金 牌、54 枚 银 牌、52 枚 铜 牌 。中 国 96
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残奥会全部 6 个大项

73 个小项的比赛，与 2014 年索契冬残奥会

相比，参赛运动员增加了 80 余名，参赛大

项增加了 4 个、小项增加了 67 个。

这是中国残疾人冬季项目发展的最好

开端。

“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我能从起点滑

下去完赛，就已经是胜利了。”小时因高压电击

不幸失去双臂的孙鸿胜在男子超级大回转

（站姿）比赛中只获得第 29 名（总共 30 人完

赛），但他在赛后挺直的身躯已经诠释了残疾

人体育运动的真谛：“我想对残疾人朋友说，外

面的世界很大，我们都出来走走吧。”

本报北京 3 月 7 日电

高滑选手突破残疾人冬季项目薄弱点——

“外面的世界很大，我们都出来走走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单 板 滑 雪 男 子 障 碍 追

逐-UL 级比赛今天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

雪公园进行，中国选手纪立家、王鹏耀、朱

永钢分别将金、银、铜牌收入囊中。纪立家

的 这 枚 金 牌 是 中 国 代 表 团 开 赛 后 的 第 7
金，截至记者发稿，中国队以 7 金 8 银 10 铜

25 枚奖牌暂列奖牌榜、金牌榜首位。

自 3 月 5 日刘子旭夺得残奥冬季两项

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冠军，拿下中国队

在残奥雪上项目中的首枚金牌，中国残奥

代表团就开启了无缝衔接的“夺牌”模式。

这和中国代表团此前 5 届冬残奥会仅收获

1 枚金牌形成强烈反差。

突破背后，是参与人数的明显变化。在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

表团首次参赛，运动员仅有 4名，而本届冬残

奥会上，共有 96 名中国残奥运动员拿到“入

场券”，参与项目覆盖全部 6 个大项。这是我

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

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次。

而在训练效率提升、运动成绩提高的

背后，离不开我国残疾人冬季体育科研领

域的探索。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冬残奥运动

员的竞技水平，吸引更多的残障人士参加

到冰雪运动中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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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参

加冬残奥的运动员助力。

从 2018 年 10 月起，清华大学智能与生

物机械研究室主任季林红带领国内十几个

科研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从选材、训练、

提高运动表现、辅助技术与器械等全方位

承担了该项攻关任务。

有温度的科研

我国冬残奥雪上项目起步较晚，根基

比 较 薄 弱 ，在 本 届 冬 残 奥 会 前 ，郑 鹏 在

2018 年 平 昌 冬 季 残 奥 会 越 野 滑 雪 男 子 坐

姿 15 公里比赛中获得的第四名，就是中国

队冬残奥会个人项目最好成绩。当时，他就

定下了要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实现突破的目

标，“拼一枚奖牌”。

在本届赛会上，郑鹏、毛忠武在残奥越

野滑雪男子长距离坐姿比赛中分别为中国

队夺得冠亚军，老将直接圆了金牌梦，“感

谢我自己没有放弃。”赛后，郑鹏坦言，一年

多 前 ，自 己 的 训 练 遇 到 瓶 颈 ，一 度 萌 生 退

意，但队友的鼓励和倾尽心力提供保障的

团队让他无法放弃，最终，当年在汽配厂实

习期间因为同事操作不慎造成截瘫的福建

小伙，成为冬残奥会冠军。

郑鹏提及的“团队保障”包括他身下的

滑雪架，“器材跟我们的身体融为一体，舒

适度极为重要。”他透露，每名运动员的器

材都是根据自身情况和要求定制的，“无论

高、矮、胖、瘦，固定的角度、宽度等，只要我

们有需求，都会重新调试。”

“毛忠武的滑雪架就换过十几个，杨洪

琼等选手的器材都还在根据她们的需求迭

代中。”季林红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

由于存在姿态、发力方式等差异，无论是残

奥冬季两项、越野滑雪队员使用的滑雪架，

还是残奥高山滑雪队员使用的座舱，都必

须“因人而异 ”，因为大到整体的材料、结

构，小到一处关节假肢接口的舒适度，每个

细节都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发挥。

调研中，团队还发现一个细节，“在冬

季户外竞技中，有些截肢运动员对冷的感

觉非常弱，等他发现冷的时候，可能已经冻

伤了。”季林红表示，因此，团队便针对性地

研发了保暖护具，为运动员维持身体感觉，

保持舒适恒定的温度。

在季林红看来，大量细节的捕捉得益

于“科研训练一体化”，他透露，从项目开始

之初，课题组就选派科研人员进队跟踪测

试，在健全人运动员身上使用的数字化监

控平台更广泛地使用在冬残奥选手的备战

中，“通过平台可以每天获得运动员的生理

生化方面的参数，包括他每天的训练负荷，

甚至疲劳状况等，根据参数变化再来调整

训练方案。”他表示，“一人一案”在提升运

动员运动表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跟队过程中，团队还发现，运动员常常

反映腰酸背痛，但检查后并无明显的肌肉

损伤情况。“我们发现很多运动员做一些标

准动作时姿态不稳，尤其有肢体残疾的，特

别是单侧截肢的运动员习惯于单侧发力，

很容易出现核心肌肉力量不对称。”一旦这

种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会导致二次损伤。

在深入感受到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后，团

队找到了提升冬残奥运动员运动能力的关

键点，专门研发了动态训练设备，使他们肌

力不对称等情况得到了缓解，“残疾人运动

员都有很强的意志力，我们能做的就是用

科学的手段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的能

力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不
能少了残疾人

季林红参与残疾人假肢设计和康复辅具

等领域的研发工作是在上世纪 80年代，他曾

跟随老师见证过一位三铁运动员（铁饼、标枪、
铅球——记者注）因为假肢接受腔不适配，残

肢被磨得鲜血淋漓，“但他还在坚持比赛。”这

一幕让他印象深刻，也坚定了他继续在相关

领域探索的信心，“在中国残联的支持下，我们

开始研发假肢，希望自己的运动员能穿戴自

己的器械去挑战和突破。”1992年巴塞罗那残

奥会上，中国运动员孙长亭正是穿着季林红

所在研究室研发的运动假肢夺金。

“这么多年过去，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身

体障碍、追逐梦想的愿望始终没变。”季林红

表示，为了帮运动员圆梦，科技助残在竞技

赛场的成果不断更新迭代，尤其在夏季残奥

会中，运动员的突破与奖牌里已经能经常看

见前沿科技的影子，“竞技场是最好的展现

平台，我们可以借此形成为残疾人服务的认

知和设计理念，用科技更好地实现功能的代

偿，帮助残疾人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

北京冬残奥会的召开，在季林红看来

是个契机，“现在借助冬残奥会，希望更多

人也能看到残疾人在冬季项目的可能性，

当更多残疾人走上冰场或雪场，社会肯定

会 响 应 ，到 时 候 相 应 的 辅 助 器 械 也 会 出

现 。”他表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

召，也应当包括残疾人。”

“不可思议。”戴上仿生手臂的一刻，在

东京残奥会上获得 4 块金牌并 4 次打破纪

录的游泳冠军郑涛盯着深灰色金属质感的

手臂感叹道。在智能仿生手的帮助下，小时

候因为调皮遭电击失去了双臂的他，久违

地“握住”了别人的手、“握住”了北京冬残

奥会的火炬——3 月 2 日，北京冬残奥会城

市火种接力在天坛公园圜丘举行，郑涛戴

着仿生手臂完成了第 16 棒火炬传递。

这次体验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现在

的仿生手是通过采集、处理人体肌肉运动

产生的肌电神经电信号来实现运动控制，

这种感觉已经很奇妙了，但我相信未来科

技能更进步，帮助更多残疾人走入社会、走

进体育，甚至像我们一样走上赛场。”

本报河北崇礼 3 月 7 日电

冬残奥突破背后隐形的“翅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北京冬残奥会高山

滑雪女子全能视障组比赛上，中国选手朱

大庆再获一枚银牌，至此，她在本届冬残奥

会上已经获得 2 银 1 铜，但她的赛程还未结

束，朱大庆期待自己能在后面的比赛上继

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残奥会上可谓战

果丰硕，但有一个历史性突破已经永远写

上朱大庆的名字。

3 月 5 日上午，北京冬残奥会高山滑雪

女子滑降视障组比赛，朱大庆夺得银牌，这

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残奥会上获得的第

一枚奖牌，也是中国选手参加冬残奥会历

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雪上项目奖牌。拿到这

枚分量极重的银牌，终于让朱大庆弥补了

14 年前的一个遗憾。

32 岁的朱大庆是一名横跨夏残奥、冬

残奥的双栖选手，2012 年伦敦残奥会上，

她曾获得田径女子 200 米 T12 级铜牌 。但

在朱大庆心里，始终有一个缺憾 。2008 年

北京残奥会前夕，当时作为国内残疾人女

子短跑新秀的朱大庆已经具备了参加北京

残奥会的实力，但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动手

术，她遗憾地与北京残奥会擦肩而过，这让

她一直耿耿于怀。让朱大庆没有想到的是，

上天给了她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那就是

北京获得了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权。2019
年，朱大庆开始练习高山滑雪项目，目标就

是参加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从一名田径运动员跨界到滑雪项目，

并非没有先例，但挑战肯定很大。

3 月 3 日，在本次冬残奥会高山滑雪比

赛 开 始 前 的 公 开 训 练 上 ，朱 大 庆 以 时 速

120 公里的速度撞上了旗门，直接摔在了

赛道上，她立即被送往医院，所幸伤势并不

严重。朱大庆是视觉障碍，阳光的刺激、过

快的速度都会导致她仅有的模糊视觉完全

丧失、无法看到眼前的目标，即便是有领滑

员，也免不了会在滑行中发生意外。

视觉障碍令人本能地害怕速度，但高

山滑雪是一个比拼速度的项目，朱大庆说：

“不要害怕速度，只要你想好了目标，你就

奔着这个目标走。”如何做到在视觉障碍的

情况下去追求更快的速度，朱大庆认为，这

一方面来自残疾人运动员与领滑员之间的

信任与默契，另一方面来自残疾人运动员

内心对运动项目的热爱。

从 13 岁练习短跑开始，朱大庆的人生

就因为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她在

跑道上勇敢迈出的第一步，把她带进了一

片新天地。她曾经惧怕速度，但当她可以全

力奔跑起来，她才体会到什么是速度激情，

什么是有方向的人生。

在赛前公开训练时遭遇的摔伤，没有

影响到朱大庆的竞技状态。3 月 5 日，她与

领滑员闫寒寒配合得非常默契，朱大庆说

自己发挥出了训练时的最好水平。之后两

天，朱大庆先是在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

转视障组比赛中摘得铜牌，今天又拿到了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视障组银牌。

练习高山滑雪项目只有 3 年时间的朱

大庆，原以为站在北京冬残奥会高山滑雪

比赛的起点上已经是莫大的荣誉，夺得奖

牌无疑是巨大的惊喜。朱大庆想用自己的

经历告诉所有人，勇敢地去追求梦想和突

破自我。在拿到 3 枚奖牌之后，朱大庆已

经不满足只是站上领奖台，她还希望站上

领奖台的最高一层。这一次在家门口的奥

运赛场上，朱大庆希望自己不要留下任何

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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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跑跨界滑雪 朱大庆不想留遗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执教一支残疾人运动队不容易，方

方面面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以至于岳

清爽称自己就像是队员们的妈妈一样。

但在队员眼里，岳清爽则是一位女神。她

作为昔日中国女子冰壶队的四朵金花之

一，取得的骄人成绩自不用说，而且她还

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大美女，对待队

员 细 心、耐 心 。队 员 们 对 她 既 敬 爱 又 崇

拜，女神之名名副其实。

本次北京冬残奥会上，岳清爽执教

的中国轮椅冰壶队颇受关注。这支队伍

是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的一支荣誉之

师，在上届平昌冬残奥会上，岳清爽率

领中国轮椅冰壶队取得了中国代表团在

冬残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也是第

一枚奖牌）。这个载入中国残疾人体育

史的成绩让中国轮椅冰壶队和作为主帅

的岳清爽都声名大噪，不过，巨大的荣

誉也给这支队伍增添了不小的压力。北

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项目开赛以来，中

国队前两场比赛均告失利，岳清爽知道

队员们因为思想包袱较重，未能展现出

应有的实力，但该如何给队员们排解压

力呢？

3 月 6 日下午，中国轮椅冰壶队的赛

前准备会上，岳清爽要求每名队员都在

会后静思 30 分钟。在这 30 分钟时间里，

不要考虑任何场外因素，只是考虑自己

的技战术。这是岳清爽在做运动员时，中

国女子冰壶队教练帮助队员们释放压力

的办法。把身心聚焦在比赛本身，沉浸到

比赛中去，让自己进入忘我的状态。

在准备会上，替补队员孙玉龙带着

大家高唱一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因连

续失利给队伍带来的压抑气氛瞬间被一

扫而空。用唱歌的方式排解队员压力，最

早也是从岳清爽开始尝试的，到现在已

经 成 了 中 国 轮 椅 冰 壶 队 的 一 个 制 胜 法

宝。本次冬残奥会开赛以来，媒体一直都

在问岳清爽这次比赛是否还会带着队员

们唱歌，岳清爽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为了促进队员们的成长、激发他们

的状态，岳清爽想过很多方法，唱歌只是

其中之一，在岳清爽眼里，残疾人运动员

虽然身体有残疾，但他们每个人都很顽

强和可爱。说起自己的队员，岳清爽就像

一 位 介 绍 自 己 孩 子 的 母 亲 那 样 满 脸 兴

奋，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闫卓 （一垒、女队员），我觉得她

很阳光，性格很开朗，一个心灵手巧的

女孩。队伍当中起到团结、凝聚所有人

的那个角色，就是她。你们看她在场上

的喊声很响亮，她能够传递给其他队员

一种力量。”

“二磊张明亮，性格很沉稳，训练的

时候非常刻苦。三垒陈建新，一个爱说话

的男孩，善良、热心，看到谁情绪低落，就

开导谁，帮助队友减压。四垒王海涛，沉

稳冷静，在场上的喊声特别有气势，也特

别有爱心，谁遇到了困难，他总是第一个

去帮忙。”

“还有替补队员孙玉龙，虽然说这几

场没有上场，但是他随时做好准备，需要

的时候随时能顶替上来。”

岳清爽带给队员们满满的关爱，而

她觉得，队员们带给她的回报和认知也

很多，“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帮助他们做一

些什么，比如拿一下东西，但其实常常是

他们反过来帮我们拿。他们平时有点小

伤都忍着，也不说，然后尽量都是自己克

服。他们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让我敬佩。”

岳清爽说，自己在训练、生活上给予

残疾人队员们的帮助、照顾肯定要比带

健全人运动员多很多。身为一位母亲，她

觉得这种对队员的关爱和对孩子的关爱

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她自称就像是队

员们的妈妈一样。但同时，她也发现，这

些 残 疾 人 运 动 员 们 远 比 自 己 想 象 的 坚

强，因此，当她看到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

本届冬残奥会上屡创佳绩的时候，她不

禁感慨，这些金牌的含金量真的很高。

几年前，岳清爽是因为一个偶然的

机会成为中国轮椅冰壶队教练。在这个

岗位上，岳清爽对顽强、拼搏有了新的

认识。

3 月 6 日晚，随着中国轮椅冰壶队

迎来本届冬残奥会的首场胜利，一段艰

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岳清爽的保留节

目 （唱歌） 还没有拿出来，但她希望这

次 比 赛 上 自 己 无 须 再 给 队 员 们 唱 歌 。

“希望他们场场能够发挥出像今天这样

的状态。”岳清爽说，“有些时候也是万

事开头难，但是我相信我们队员是没有

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 4 年。后

面的每一场，我们只要拼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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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中国冰壶金花
今朝残奥赛场主帅

3 月 3 日 ，中 国 轮 椅 冰 壶 队 主 教 练 岳 清 爽

（中）在指导队员掷壶。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3 月 6 日，北京延庆高山滑雪中心，中国选手梁

景怡在颁奖仪式上举拳庆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3 月 6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坐姿）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鹏（前）获得金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3 月 6 日，北京延庆高山滑雪中心，

中国选手朱大庆（左一）与引导员闫寒

寒获得女子超级大回转视障组铜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