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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力推
进县域共青团改
革和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试点工
作，以改革激发
团组织活力，为
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提质赋能。
在全县 9 个乡镇
打 造“ 乡 镇 团
委 + 青 工 委 ”模
式，建立团组织

书记绩效和履职评价机制，拓宽团干
部选用渠道。着力打造京津冀首个青
年电商主题公园和沧州市首家青年电
商主播培育基地，实施“三个一”青年
电商主播状元工程。2022 年，我们希
望能够继续拓宽青年阵地、优化贴心
服务、完善政策体系，打造具有肃宁特
色的青年发展规划省级试点。

引领广大团
员青年坚持首都
意识走在前，以
更高目标、更强
能力、更快速度，
构 建“ 连 接 + 算
力 + 能 力 ”新 型
信息服务体系；
高 标 准 推 进 党
建、网络、业务和
服 务 等 各 项 工
作，精锻网络、触

点、产品质量，以卓越服务赢得客户认
可，打造窗口形象；积极融入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战略大局和北京市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加快改革转型，巩固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大力推进党建业务融合
再提速，率先实现向信息服务科技创
新公司的跨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 国 移 动 北 京 公 司 团

委书记 郭云龙

共青团河北省沧州市肃

宁县委书记 郭宋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安 俐

每名残疾运动员都是生活的强者，他们挑

战自我、逐梦赛场的身影，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冬残奥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中国

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快手公益共同发

起“致敬自强拼搏的你”公益倡导活动，邀请快

手短视频达人及高校青年学生通过短视频拍

摄、话题讨论、互动转发，共同讲述温暖助残故

事，传播科学助残理念，为冬残奥运动员加油！

在互动讨论中，《中国人的故事|致敬自强

拼搏的你》主视频聚焦 3 位在冬残奥赛场上争

金夺银的运动员，这些拼搏向上的故事，引发了

不少青年网友的共鸣。体育，带给他们什么？

王蒙：推杆掷壶，滑出梦想的轨迹

3 月 12 日，中国轮椅冰壶队卫冕冠军。在电

脑屏幕前密切关注比赛的王蒙终于松了一口

气。4 年前的平昌冬残奥会，中国轮椅冰壶队夺

冠，取得中国冬残奥会历史上首枚金牌，王蒙正

是首金冠军阵容里唯一的女运动员。

最初，王蒙被选入北京轮椅乒乓球队进行

训练。2015 年，北京队开始组建轮椅冰壶队，在

乒乓球项目上迟迟没有赛出好成绩的王蒙决定

抓住机会，“赌”一次。

冰壶被称为冰上象棋，拼的是智慧与谋略。

轮椅冰壶与冰壶项目最大的区别在于轮椅冰壶

比赛没有刷冰，掷冰壶时，轮椅冰壶运动员坐在

静止的轮椅上，以特制的投壶推杆卡住冰壶后，

手臂及手腕发力，通过推杆将冰壶推出去，是脑

力与体力的双重博弈。

刚进队时，王蒙的击打力量小，且一颗冰壶

重达 20 公斤，对臂力是不小的考验。日常上冰

训练之余，王蒙就“泡”在队内的健身房里，练习

上肢力量。战术意识不好，她就看视频学习如何

“排兵布阵”。为了练习出手的准确性，她为自己

安排了每天 6 个小时以上的冰上训练，每天上

百次的推杆练习，才能够形成“肌肉记忆”，达到

观众看到的“指哪儿打哪儿”的效果。

比赛中，王蒙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每次比

赛前，她都会在手心里写下教练的嘱咐，或是鼓

励自己的话。“平昌冬残奥会决赛之前，我在自

己手心写下了‘安静’两个字，我想提醒自己要

稳住情绪，集中注意力，才能发挥出好状态。”

今年冬残奥会，王蒙遗憾没能进入轮椅冰

壶国家队的选拔名单。不过她表示：“这些年从

事体育训练的经历，让我更自信了。面对困难，

我能够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接受，调整好心情，

投入到接下来的训练中。”

在 3 月 2 日举行的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仪式

上，王蒙手持投壶推杆，用力推动冰壶，撞击采

火器，引燃火种，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了北京冬残

奥会。

王蒙将一张写着“时间未到，资格未够，请

继续努力”的图片设为朋友圈封面激励自己。如

今的她，已经开始为明年的轮椅冰壶世锦赛备

战。参加 2026 年冬残奥会，是她的下一个目标。

期待她浴火重生，圆梦冰壶赛场！

贾红光：“家人的支持是我最
大的动力”

3 月 2 日下午，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城市

火炬接力在天坛公园圜丘举行。东京残奥会男

子 100 米仰泳 S6 级冠军贾红光在一片欢呼声中

跑进观众的视野。去年，在东京残奥会的领奖台

上，他用手臂挑起奖牌上的缎带、坚持自己戴上

金牌的视频，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这次，他佩戴

一款脑电波仿生手，举起了象征着闪耀、光辉、

光明的金色火炬。

“真的没想到我能有机会用上仿生手参与

火炬接力！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体验到握

拳的感觉！”贾红光激动地说。圆梦的感觉总是

难以忘怀，总要亲自实现，才感受得真切。

2008 年，一首《北京欢迎你》，让贾红光第

一次知道，原来残疾人也可以参加体育赛事，为

国争光。在北京现场观看了一场残奥会比赛后，

他返回山东老家，在聊城残联的推荐下，开始了

在残疾人游泳队的训练。

彼时已经 21 岁的贾红光，是队里最年长的

选手。身体骨骼基本已经定型，在其他人看来，

想要从基本功开始训练，能“游出来”的可能性

并不大。教练张保锋对贾红光说：“试试吧！”

每天游 5000 米是贾红光最基础的耐力训

练。“省队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肢残选手，其他队

友都是视障或听障，学得比别人慢，我就练几十

次、上百次。”贾红光说。

就这样，贾红光一路从聊城队游到了山东

省队，游到国家队，游到了东京残奥会最高领奖

台上。

“是体育让我变得更自信。小时候非常自卑，

夏天我都是穿长袖去上学的，害怕别人的目光。”

现在，面对别人的询问，贾红光可以直言，是 6 岁

时因意外触摸到变压器，所以失去了双手。面对

别人的关切，贾红光也会坦然地说：“没关系，我

自己可以。”贾红光真正担心的，是儿子的想法。

一年夏天，贾红光穿着短袖去幼儿园接儿

子放学。好多小朋友看到贾红光之后说：“他爸

爸没有胳膊。”看到儿子和自己一起被议论，贾

红光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这时儿子喊了一

句：“我爸爸是世界冠军！”贾红光顿时红了眼眶。

2021 年东京残奥会开幕前，媒体记者到贾

红光家里采访，面对镜头，原本内向腼腆的儿子

却铿锵有力地说：“希望我爸爸在今后的比赛中

能夺得更多的金牌！”看到新闻后，已经入住东

京残奥村的贾红光发微信问妻子，“这句话是你

教孩子说的，还是孩子自己说的？”“是孩子自己

想说的。”看到妻子的回复，正在准备赛前训练

的贾红光又悄悄抹了眼泪。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中国残疾运动员再

一次走到世界舞台中央，贾红光希望能有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小圈子，感受体育运动的魅

力。“希望有更多残疾人融入全民健身的热潮

中，让体育改变人生。”

吕晓磊：“我想把终身体育的
理念根植在学生们心间”

新学期伊始，齐鲁工业大学的选课平台上，

体育教师吕晓磊授课的乒乓球选修课的名额，

在几秒钟之内被学生一抢而空。有学生发朋友

圈说：“吕老师的课太难抢了，要拼手速。”也有

学生说：“这是我离奥运冠军最近的一次。”

备受同学们欢迎的吕晓磊履历颇丰，连续

3 届残奥会获得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作为教

练带领中国队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团体

C4-5 级决赛中夺冠、担任齐鲁工业大学教师⋯⋯

他跨界的经历，激励着队员、学生追求积极向上的

人生力量。

为备战东京残奥会，吕晓磊带着队员在河北

正定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集训了两年多。因疫

情延期一年的残奥会，对每个运动员和教练员来

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作为教练的吕晓磊不仅要关

注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还要成为运动员生活上的

“大哥”。运动员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甚至家庭

情况都要关心。每当察觉到运动员的情绪起伏，吕

晓磊都会及时上前询问，帮助运动员缓解压力。

延期了一年的东京残奥会终于在观众的期盼

中到来，即使是参加过 5 届残奥会的“元老”，第一

次以教练员身份出战东京残奥会的吕晓磊还是坦

言“比在场上还紧张”。

从踏进残奥村的那一刻，“拼”这个字，就刻在

了每个人心上。在残奥村，吕晓磊每天晚上都要开

1 个多小时的讨论会，和整个团队一起研究战术。

乒乓球男子团体 C4-5 级决赛夺冠后，吕晓磊

与 3 名队员激动相拥的画面被记者拍下，定格在东

京残奥会的赛场上。在吕晓磊看来，作为教练员参

加残奥会收获的金牌，与当运动员拿金牌的感觉完

全不一样，身为教练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不能光沉

浸在当时的喜悦之中，他还要分析如何让年轻队员

的技术更精进一些，还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训练。

褪去残奥会冠军和冠军教练的光环，回到学

校，吕晓磊承担起了一名普通教师的职责。

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乒乓球技术，吕晓磊会分

享自己参加残奥会的难忘故事，培养学生“终身体

育”的观念。吕晓磊相信，在自己言传身教的影响

下，会有更多学生明白，体育可以让健全人和残疾

人都获得自信，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冬残奥会闭幕式上，伴随着鸟巢巨大的留声

机里流淌出的告别圆舞曲，吕晓磊和其他人一起，

在舞台中央欢快地舞蹈。他也将带着永不言弃的

体育精神，踏上新的征程。

致敬残奥运动员：因缺憾而完美 翻开书本，精彩绝伦的世界便会展现在
眼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巍峨峻拔
的皑皑雪山、波澜壮阔的汪洋大海、奇伟瑰
丽的玄幻天地⋯⋯如果说读者是书中世界
的游历者，那么作家就是它的建构者。

在少年意气狂放不羁的青春岁月里，你
是否也有过一个用笔杆创造世界的梦想？

在《强国课堂》第三季中，70后作家徐则
臣向青少年讲述了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

□ 徐则臣

我是一名文字“建筑师”，也就是作家。和你
们一样，我也曾从学堂中走出，并选择奔向创作
的怀抱。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力量吸引我选择作
家这个职业？那么我想，阅读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我生活在偏僻的农村，家里可读的书只有
爷爷订阅的《半月谈》和《中国老年》。一个是纷
繁复杂的时政热点，另一个是老年人的心灵感
悟，这二者似乎与还是“小不点”的我格格不入。
但书中通俗、规范的文本拓展了我的视野，无形
中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这两本杂志就是我的
文学启蒙老师。

人不可能总是冲在生活的第一线，因此，阅
读就尤为重要。作家是一名“杂食动物”，倘若涉
猎不广，那么他就不能见识大千世界，无法拾起
犄角旮旯里的知识。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一个
人不是好读者，也难成为好作家。

进入大学，我选择了中文系。受专业影响，
我平日需要接触许多文学作品。学校里的图书
馆建在山坡上，而宿舍则在山下。每天早晨，我
都会抱着一摞书去图书馆，日暮时分，再换一批
新书回到宿舍。日复一日，上上下下地奔波。舍
友们都“替徐则臣感觉累”，而我却丝毫不知倦
怠。图书馆的书就像烘焙坊里香喷喷的面包，而
我就是饥不择食的汉子。在那里，我按照书架的
排列顺序，从A架一直读到Z架。当时如此强烈
的阅读欲望，让现在的自己每每回首时都不禁
感到惊讶。

阅读不仅让人获得众多二手资料，还能唤醒人们藏在幽暗角
落里的、沉睡着的记忆。其实，作家的想象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需
要一个导火索来点燃灵感。阅读恰恰能提供这样的契机。读书时，
我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写一首小诗。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自行车座
变成了我构思的地点。上下学的路途中想到了金点子，我一回到
家，放下书包，就会“哗”地将其倾倒出来。书写这些看似幼稚的文
字其实也是自我训练的过程，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在一次次积累中
寻找意义和创新。

创作时，作者要想把脑中的主人公从后台推到前台，仅靠“望
远镜”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放大镜”和“显微镜”，落实到细节
里，对细节有感性的认识。这就需要田野调查。我曾经用 4 年时间
创作过一部小说，名字叫《北上》，主要描述的对象是京杭大运河。为
充分调查不同的地域间的水文差异，我把这条运河从南到北完整地
走了一遍。想保证写作的对象尽可能接近真相，这是作家的责任。

说到这里，你或许会羡慕作家可以游山玩水的生活，但其实，
它是一个孤独的职业。写作有种排他性，当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时，就像是穴居动物，对生活的参与感很差。写长篇小说的时候，
我总感觉自己像条只身在海上航行的船，四周茫茫，只能看到天海
交接，却完全看不到岸。

创作的过程固然难熬，但是，作家始终在用写作的方式去思考
这个社会和时代。无论他在写作时有多么个人化，即使他写的内容
是阴暗潮湿的，但他最终是为获得背后的温暖而创作。有价值的写
作，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徐则臣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实习生 张桢桢）

要成好作者

，先当好读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 喆
记者 张 敏

带着对北京冬残奥会的无限憧憬，

35 岁的任建伟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他 是 快 手 上 一 位 拥 有 近 180 万 粉

丝 的 短 视 频 博 主 ， 但 他 和 别 的 网 红 不

一 样 ， 他 没 有 双 臂 。 做 饭 、 穿 衣 、 搬

桌 子 、 弹 琴 ⋯⋯ 这 些 日 常 生 活 场 景 组

成了任建伟的短视频内容，网友纷纷点

赞，被他积极向上的精神打动。

去 年 11 月 ， 经 中 国 肢 残 人 协 会 的

推荐，任建伟收 到 了 为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开 幕 式 圆 舞 曲 创 作 的 短 片 《绽 放》 的

拍 摄 邀 请 。 短 片 中 ， 科 技 与 艺 术 紧 密

结 合 ， 像 任 建 伟 一 样 的 残 障 人 士 带 着

脑 电 波 捕 捉 设 备 ， 用 信 念 使 不 同 颜 色

的 染 料 在 空 中 绽 放 ， 最 终 形 成 一 张 色

彩 鲜 艳 热 烈 的 笑 脸 ， 与 开 幕 式 现 场 的

笑脸相呼应。

任建伟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家是

农村的，没想到自己不仅走出了家门，

还参与到了冬残奥会中，这对我来说既

是荣誉，也是一种激励。”任建伟说。

同时，他也是北京市东城区残联支

持 的 残 疾 人 创 新 创 业 品 牌 ——“ 萤 火

虫 ” 直 播 平 台 的 一 名 带 货 主 播 ， 他 和

其 他 几 十 位 残 疾 人 主 播 一 起 ， 自 力 更

生 ， 为 生 活 奋 斗 。 在 《中 国 青 年 报》

温 暖 一 平 方 直 播 间 ， 一 起 听 听 任 建 伟

的故事。

自 力 更 生 用 勤 劳 改 变
自己的生活

在视频里，任建伟记录着日常生活，

他用脚吃饭、用脚洗漱、用脚弹琴⋯⋯没

有 手 ， 脚 就 被 赋 予 更 多 功 能 。 而 在 30
年前，教他如何用脚生活是摆在河南鹤

壁这个农村家庭的大难题。

5 岁 时 ， 任 建 伟 因 为 淘 气 不 慎 触

及 高 压 变 压 器 失 去 双 臂 ， 为 了 能 让

他 正 常 生 活 ， 家 里 人 只 能 用 “ 笨 ”

办 法 训 练 他 。 爷 爷 把 自 行 车 轮 里 的

钢 珠 当 成 训 练 工 具 ， 用 脚 去 捡 撒 在

地 上 的 钢 珠 成 了 任 建 伟 每 天 的 “ 必

修 课 ”。 通 过 日 积 月 累 的 训 练 ， 他

的 双 脚 越 来 越 灵 活 。

17 岁 那 年 ， 母 亲 把 他 送 到 隔 壁 村

的 一 位 音 乐 老 师 那 里 学 唱 歌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离 开 家，我妈走的时候我哭

了 。” 那 时 候 ， 任 建 伟 第 一 次 感 觉 到

难 ， 他 哽 咽 着 说 ，“ 在 家 里 吃 饭 、 穿

衣 都 有 人 照 顾 ， 来 到 老 师 家 后 ， 我

不 好 意 思 麻 烦 别 人 ， 只 能 逼 着 自 己

做 ， 也 是 从 那 一 刻 起 ， 我 开 始 学 习 独

立生活。”

跟着音乐老师，任建伟和像他一样

身 体 有 缺 陷 的 小 伙 伴 一 起 学 习 乐 理 知

识、练习唱歌技能，这时，老师总会在

旁边弹琴伴奏。耳濡目染，任建伟对电

子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脚趾撑不开，他就从早到晚用物品

撑 着 脚 趾 ； 老 师 无 法 给 出 技 术 上 的 指

导，他就不断重复训练。慢慢地，边弹

边唱成为他的个人亮点。

之 后 ， 他 和 几 位 想 自 力 更 生 的 朋

友 尝 试 到 外 地 演 出 。 湖 北 、 湖 南 、

福 建 、 江 苏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

十 几 个 省 份 。“ 我 们 都 是 在 城 市 的 广

场 、 公 园 进 行 露 天 演 出 ， 偶 尔 会 有 一

些商演。”

2019 年 10 月 ， 在 朋 友 的 鼓 励 下 ，

任建伟忐忑地上传了自己的第一个视频

作品——用脚拿筷子夹花生米。让任建

伟意外的是，视频收到了众多网友的点

赞和鼓励。

他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写

剧本拍摄段子，也开始尝试直播，“最

开始我对直播产生过恐惧的心理，一想

到直播就焦虑，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他发现网友经常问他怎么吃

饭、穿衣服，对他的日常生活感兴趣，

于是他把这些内容呈现出来，也逐渐打

开了自己。每天晚上，他都坚持直播一

会儿，和粉丝聊天互动，不少粉丝已经

和他成为微信好友。

伴随着粉丝不断增长，任建伟也开

始尝试直播带货，“第一次拿的是朋友

的 货 —— 皂 粉 ， 没 想 到 一 次 就 卖 出 去

100 多单。每单赚三五块，这就有好几

百元，挺满意的。”

现在，任建伟已经完全可以承担起

自 己 的 小 家 庭 的 生 活 支 出 。 他 始 终 坚

信，只要比别人多付出就会有收获。

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能自力更生，

任 建 伟 觉 得 自 己 最 大 的 变 化 是 更 坚 强

了。“我的脚就是我的手，我觉得自己

跟别人无非是外表不一样，其他没有不

同，我想要做什么都能去做。”

受助者助人 为他人撑起一把伞

虽然在旁人眼里任建伟付出了很多，

但他却觉得自己收获得更多，通过在各地

演出，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有了自己的

小家，还有了一双可爱的孩子；通过直播，

他认识了更多朋友，得到了粉丝的喜爱。

因为收获了社会的关爱，所以任建

伟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一次，

任建伟偶然看到一个农民在雨天坚持卖

黄桃，他的心被触动了。“当时路过的车

很多，但没有人停下来买。”他知道家乡

有很多农民种植果树的规模都不大，因

而难以找到大批量收购的买家，大家就

只能自己想办法卖，且不说收益不能保

障，如果遇到连续不断的雨天会更难。

任建伟决定开始在直播中卖农产品。

尽管身体不方便，但他仍旧辗转全国各

地，去陕西眉县卖猕猴桃，去四川会理卖石

榴，去河南博爱县卖山药、怀姜⋯⋯他渐渐

积累了不少销售农产品方面的经验，比如，

某种水果全国哪里最好吃，不同水果有哪些

品种、都有什么特点，他都能侃侃而谈。

有时候，任建伟会遇到特意来看他的

当地粉丝。他说：“很多粉丝通过视频作品

认识我，关注我，他们喜欢的可能是我积极

阳光的生活态度；但我也是因为他们才变

得更自信，更向上的。”

今年年初，习惯“单打独斗”的任建伟

多了一个新身份，他成了北京市东城区残

联 支 持 的 一 个 残 疾 人 创 新 创 业 品 牌 ——

“萤火虫”直播平台的一名带货主播，同时

还帮忙运营平台的短视频账号，策划拍摄

一些身边的励志故事。

任建伟说，他希望能为“萤火虫”直播平台

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这个平台能帮助更多

人。我想把自己两年的短视频制作经验分享出

去，让更多的残友都能够通过直播获得收益。”

目 前 ，“ 萤 火 虫 ”直 播 平 台 有 35 名 主

播，其中像任建伟一样的年轻人占 80%以

上。一位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说，任建伟是

最常出现在直播间的主播。

北京市东城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

长潘纪东表示，社会的发展使残疾人的就

业形态也发生着变化，直播作为一种居家

就业的形式，限制条件相对较少，对残疾人

来说，是一个能取得更丰厚收入的机会。

在“萤火虫”直播平台上，除了常见的日

用品，掐丝珐琅画、古法灯笼、油纸伞、药扇等

残疾人制作的手工艺品也被搬上屏幕。

从农村到城市，任建伟看到了像他一

样 的 特 殊 群 体 在 个 人 发 展 上 巨 大 的 城 乡

差 异 。他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人 关 注 农 村 或 是

偏 远 地 区 的 这 些 容 易 被 忽 视 的 特 殊 人

群 ，“ 很 多 人 都 是 担 心 别 人 异 样 的 眼 光 ，

自 己 走 不 出 来 ；如 果 能 鼓 励 他 们 走 出 自

我 束 缚 ，走 向 社 会 ，他 们 也 会 成 为 社 会 重

要的力量。”

冬残奥会短片表演者任建伟：像萤火虫一样闪亮

任 建 伟

（左）在“ 萤 火

虫 ”直 播 平 台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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