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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3 月 11 日，中国运动员杨倩茹在北京

冬 残 奥 会 冬 季 两 项 女 子 长 距 离（视 障）决

赛 中 艰 难 地 完 成 比 赛 ，之 后 ，她 面 对 电 视

镜 头 流 着 泪 向 身 患 骨 癌 的 队 友 陈 朝 青 致

意，这个画面感动了无数观众。这名 21 岁

的残疾人运动员耐力不算出众，但她为实

现队友无法达成的心愿，顽强地完成了这

项对耐力有着极大考验的比赛。

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连线

采访时，杨倩茹介绍了几年前她向队友陈

朝青许下的承诺。那是 2019 年，队友陈朝

青骨癌复发，被迫离开了中国残疾人越野

滑雪队。在陈朝青离队前，与年龄相仿的杨

倩茹有过一次长聊，两个年轻人分享着自

己的梦想。杨倩茹回忆，当时陈朝青对自己

无法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感到非常遗憾，并

表达了请杨倩茹替自己去冬残奥会现场看

看的愿望，杨倩茹答应了。

陈朝青在队时，训练特别刻苦，还经常

给自己加练。杨倩茹说，陈朝青的刻苦精神

激励着自己，所以，当她带着陈朝青的梦想

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时，她告诉自己，“我要

活成他，绝对不能放弃。”

冬季两项女子长距离比赛是冬残奥会

赛场最为艰苦的一个项目，对运动员体力、

耐力、毅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白化病导致

视力障碍的杨倩茹，耐力并不是特别好，完

成这项比赛的难度很大。杨倩茹回忆，当天

的比赛开始之前，不少队友都劝她给自己

一个宽限，也就是让她在坚持不了的时候

放弃比赛。但杨倩茹打定了主意，这场比赛

一定要比完。

比赛当天，因为崇礼赛区气温回升很

快，赛道上的雪大量融化，导致雪道变为了

雪、水混合 的 赛 道 ，对 于 越 野 滑 雪 运 动 员

来 说，这 意 味 着 滑 雪 的 阻 力 加 大 。杨 倩 茹

回 忆 ，自 己 在 出 发 后 就 发 现 了 这 个 问

题 ，感 觉 滑 行 很 沉 ，每 一 步 都 非 常 吃 力 。

杨 倩 茹 说 ，观 众 是 看 到 我 在 比 赛 结 束 之

后 面 对 电 视 镜 头 哭 的 ，其 实 ，我 在 出 发

后 就 一 直 流 着 泪 ，因 为 比 赛 太 艰 难 了 。

领 滑 员 一 度 询 问 杨 倩 茹 还 能 坚 持 吗 ？她

记 得 自 己 一 边 哭 一 边 大 声 呐 喊 ，表 示 自

己可以坚持。

全 程 12.5 公 里 的 赛 道 就 像 马 拉 松 一

样漫长，当杨倩茹在最后一个射击点完成

打靶后，距离终点还剩 2.5 公里。由于此后

已经没有射击项目，运动员无须再压速以

控制心率，杨倩茹撒开了腿，全力冲刺。领

滑员在赛后告诉杨倩茹，从未看到她滑得

如此之快。

杨倩茹已经不知道是怎样滑完这最后

的 2.5 公里，她只记得当自己冲过终点线，

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气力全无。但她

还 惦 记 着 要 向 陈 朝 青 报 告 自 己 完 成 了 比

赛，完成了他的心愿，她又强撑着自己已经

瘫软的身体，四处寻找电视镜头。

陈朝青在电视里看到了杨倩茹的整个

比赛过程，他之后给杨倩茹发了微信，在祝

贺她完赛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话“小孩长大

了”。陈朝青与杨倩茹同龄，这句“小孩长大

了”表达出他对杨倩茹克服万难实现梦想

的一种认同。

杨 倩 茹 说 ，自 己 以 行 动 证 明 没 有 什

么 困 难 不 可 战 胜 。希 望 自 己 在 帮 助 陈 朝

青 圆 梦 的 同 时 ，更 能 带 给 他 与 病 魔 抗 争

的信心。

杨倩茹在被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员视

为是最神圣的北京冬残奥会赛场上完成了

梦想，接下来她希望自己继续冲击下一届

冬残奥会。同时，作为一名 21 岁的年轻人，

杨倩茹还希望自己能够努力考上大学，她

要让自己永远都有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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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倩茹：一个人的比赛 两个人的梦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两天前得知自

己将成为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旗手，但郭雨

洁想了想还是没有告诉身边亲如姐妹的队

友 。“ 因 为 万 一 再 调 整 ，不 是 我 了 也 有 可

能，毕竟我第一项比赛就在开幕式后第一

天，我们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队为了准备

比 赛 应 该 不 去 参 加 开 幕 式 。”郭 雨 洁 说 ，

“ 然 后 正 式 公 布 那 天 ，她 们 就 问 我 怎 么 不

早 说，其实那天回村里很晚了，不过也没

有影响到比赛。”

第一个比赛日，郭雨洁就在冬季两项

女子短距离站姿比赛中夺金，这是中国残

奥代表团第二枚金牌，她说自己当时有一

种“抽离感”，“像做梦一样，可能很久以后

才能意识 到 这 个 奥 运 冠 军 意 味 着 什 么 ”，

“ 毕 竟 赛 前 我 跟 家 里 打 电 话 ，我 们 说 不 管

有没有好成绩，只要勇敢站上奥运赛场就

很棒了。”

郭雨洁是真正在“家门口”比赛的幸运

儿——她的家就在张家口。“拿金牌那天我

爸都没敢看电视，后来聊视频说我比赛时

候他‘躲’去外面小超市买东西，是超市老

板跟他说你女儿拿冠军了，他当时就往家

跑，跑回家抱着我妈就开始哭，给他们激动

坏 了 。我 爸 是 一 个 特 别 基 层 的 运 动 员（篮

球），从小就对我有影响，虽然我不那么好

动，但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氛围。”郭雨洁说，

“这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冬

天在牡丹江那边雪乡双峰雪场练，零下 30

多摄氏度。夏天在大连，下午有 30 多摄氏

度 ，上 午 就 能 中 暑 ，训 练 都 安 排 在 早 上 5

点，最早一次 3 点就起来去训练，说起来是

很艰苦，但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都要适应

这种强度，大家都能坚持，那我也能坚持。”

“坚持”不是说说而已，尤其训练时 50

公里的长距离，能年复一年坚持下来才有

在冬残奥会赛场亮相的底气。

“我们练 50 公里不是一条直的赛道，

是 2.5 公里一圈那种坡面，要滑 20 圈，很大

的上坡，我一般到七八圈的时候会比较‘绝

望’，因为还有十二三圈，然后到十二三圈

的时候就觉得‘生不如死’，因为还有七八

圈。”郭雨洁说起“魔鬼训练”还心有余悸，

“其实就是大量训练之后第二天会安排调

整或者休息，才让我咬牙坚持下来。”

有时候教练允许运动员在滑行时听些

音乐，郭雨洁会选择“电音”，“就是特别激

昂那种，咚咚咚的，我听了就特别嗨，觉得

自己特别跩，滑得就特别快。”

郭 雨 洁 说 自 己 不 是 一 个 特 别 自 信 的

人，“这是我的弱点，但我也不会焦虑，保持

一个豁达的态度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北京冬残奥会圆满收官，郭

雨洁可以好好放松等着再次出发。

“现在是因为防疫，所以就算休息也会

在家宅着，等疫情过去后想去南方旅行，我

除了有一次从国外比赛回来在上海隔离还

没有去过南方。我想去海南三亚，还想去云

南，对了，还要去柳州吃螺蛳粉。”郭雨洁谈

到“玩”和“吃”的时候才让人想起来她也只

有 18 岁，和绝大多数同龄女孩一样爱笑爱

闹爱八卦：“以前我从来没吃过螺蛳粉，那

时候反兴奋剂还没有这么多限制，有一次

我室友在屋里吃螺蛳粉，我就问她吃什么

这么臭，她说郭雨洁你要来一口么，我看她

吃得那么香就说给我尝一口，结果尝一口

发现真好吃，赶紧跟她要了一包煮着吃，后

来还带着好朋友们一起吃，太快乐了，真想

疫情赶紧过去，让我们一切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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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自信？郭雨洁：但我不焦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 终 于 可 以 稍 微 ‘ 放 纵 ’ 一 下 了 ，

吃饭、睡觉、打游戏，然后隔离结束放

假回家，我也没点菜，我妈说她和我姑

已经买好大虾和排骨就等我回去好好搓

几 顿 了 。” 18 岁 的 汪 之 栋 家 在 山 东 聊

城 ， 一 周 前 结 束 的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上 ，

家 人 才 第 一 次 从 头 到 尾 看 完 他 的 比

赛 ， 但 这 一 点 儿 不 妨 碍 亲 人 以 他 为

荣 ， 他 也 一 直 等 着 自 己 回 到 家 里 的 那

一 刻 ， 虽 然 按 照 国 字 号 队 伍 管 理 规

定 ， 他 需 要 完 成 21 天 隔 离 才 能 返 乡 ，

“我们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我

而 言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太 美 好 了 ， 最 后 的

结 果 也 非 常 圆 满 ， 如 果 非 要 讲 出 一 个

遗 憾 ， 就 是 半 决 赛我们输给美国队那

场比赛丢球太多了。”

汪 之 栋 是 中 国 残 奥 冰 球 队 前 锋 ，

他 和 申 翼 风 的 前 场 搭 档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冰 球 比 赛 中 给 观 众 留 下 极 深 刻 印

象 ， 小 组 赛 之 后 的 决赛资格赛，正是

汪之栋第 3 节结束前的“准绝杀”帮助

中国队淘汰捷克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

0∶11 不敌美国队，是汪之栋北京冬残

奥会之旅的唯一遗憾，尽管球队最终战

胜韩国队登上领奖台把中国残奥冰球带

入一个新纪元。

“我们在防守上疏忽了，如果事先

意 识 有 这 么 大 的 差 距 ， 可 能 会 做 好 防

守 ， 不 丢 这 么 多 球 。” 汪 之 栋 说 ，“ 一

上 场 交 手 感 觉 就 完 全 不 一 样 ， 他 们 个

人 能 力 和 团 队 配 合 默 契 度 太 高 了 ， 很

多 传 球 是 先 把 球 弹 到 位 置 然 后 人 就 到

位了。”

总结经验、认清差距，是中国残奥

冰球队再进步的前提条件。去年 9 月，

残奥冰球世锦赛 B 组比赛在瑞典举行，

中国队 5 战全胜赢得 B 组冠军，成功晋

级 A 组 同 时 也 直 接 获 得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参 赛 资 格 ——2018 年 世 锦 赛 （芬 兰）

中国残疾人冰球队刚刚拿到 C 组冠军升

至 B 组，这样的进步幅度在世界范围内

也属罕见。

“我们是 2016 年刚组队的，组队时

候外教还没来，我们也没开展过这项运

动，完全是靠摸索，训练也是自己琢磨

怎 么 滑 行 、 怎 么 射 门 ， 动 作 非 常 不 标

准，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汪之栋

回忆残疾人冰球队刚组队的“窘境”时

说，“外教是 2017 年底来的，到位以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从每一个动作的细

节开始纠正我们，先是要在比赛里把头

抬起来观察，然后是滑行的姿势，打门

的 姿 势 ， 发 动 战 术 时 每 个 人 的 跑 位 路

线，在板墙边上应该做什么动作、怎么

保护自己，我们从那时候起就变成正规

军了。”

中国残疾人冰球队的训练基地在青

岛 ， 国 信 体 育 中 心 冰 场 条 件 很 好 ， 60

米长 30 米宽的冰面甚至比正规的冰球

比赛场地还要宽出一些，虽然队员们上

下 午 各 1 节 训 练 课 的 上 冰 时 间 不 算 太

长，但大家提前开始热身准备和训练后

的拉伸同样重要，每天至少 8 个小时的

训练铸就了球队“能打能拼”的基础，

而“为国争光”和“实现自我价值”的

信 念 足 够 支 撑 这 支 队 伍 熬 过 所 有 苦 和

累，“每年加起来最多半个月假期和家

人团聚”在他们眼中不值一提，“球队

就是第二个家，兄弟们都是家人。”

冰球队的家人对汪之栋影响巨大。

“对比 6 年前的自己，真是变化太

大了。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是个闷葫芦，

不 说 话 ， 也 不 跟 同 学 交 流 ， 本 身 也 自

卑，但到冰球队以后，被队里每个人影

响着，这种积极阳光的氛围，让我现在

特 别 ‘ 调 皮 ’， 跟 大 家 一 样 打 打 闹 闹 ，

就 算 他 们 有 时 候 开 玩 笑 叫 我 ‘ 电 击 小

子’我也很开心 （汪之栋小时因触高压

电导致残疾）。”汪之栋说，“涛哥 （崔

玉涛） 跟我一个宿舍，他是老大哥，教

会我很多东西，他锁骨、手骨、腰都骨

折过，但仍然坚持不放弃，很乐观，特

别值得我学习，我到现在进队 6 年也没

觉得自己资格老，还像普通一员一样跟

他们学习。”

“体育是美好的，我从内向到活泼

开朗，包括身体更加强壮，都是体育带

给我的。”汪之栋说，“我们虽然身体残

疾，但这一点儿不影响我们热爱生活、

参与体育运动，我想把我力所能及可以

做的做到最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价值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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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之栋：
体育是美好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北京冬残奥会已经闭幕有 1 周时间，

回想起 3 月 12 日下午在“水立方”夺冠的

一刻，中国轮椅冰壶队队长王海涛仍然抑

制不住激动。在他看来，这是团队的胜利，

但在观众看来，每每在关键时刻沉稳发挥

的王海涛是中国队豪取 10 连胜并最终夺

冠的“关键先生”。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连线采访时，王海涛说，自己在接触

冰壶之前并不是这种沉稳性格，是体育改

变了自己。

王海涛回忆，自己是在 2008 年因为一

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冰壶运动。当时黑龙

江省残联选拔轮椅冰壶运动员，王海涛看

到通知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了名，结

果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就这样开始了轮

椅冰壶的训练。冰壶是一个团队项目，既需

要团队之间的配合，又需要大家在一起充

分交流。王海涛说，团队项目的特点对自己

性格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因为身体残疾，王

海涛之前的性格比较内向、敏感。“别人多

瞅你一眼，你心里都会有想法”，王海涛说，

那个时候，自己很自卑，因此很少出门，天

天待在家里，不敢与人交流。

练了轮椅冰壶之后，渐渐接触到了很

多练体育的残疾人朋友。王海涛发现，每个

残疾人的残疾情况不同，但是大家都很看

得开，没有觉得身体残疾就意味着整个人

生都毁了。在追求理想上，残疾人与健全人

是一样的。

随着个人冰壶技能的提升，王海涛开

始作为中国队的一员参加国际比赛，这更

让他打开了视野。之前连家门都不敢出的

王海涛，现在因为轮椅冰壶可以去很多国

家，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王海涛发现家

人、亲朋好友对他也开始刮目相看，毕竟能

够代表国家出国参赛，这在任何人看来也

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在王海涛刚刚练习轮椅冰壶的 2008

年，当时中国组建轮椅冰壶队刚刚 1 年，参

加国际比赛也以重在参与为主要目标，王

海涛说，那时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参加冬

残 奥 会 甚 至 在 冬 残 奥 会 上 夺 冠 这 样 的 事

情。不过，从参加世锦赛资格赛起步，中国

轮椅冰壶队的国际比赛成绩逐步提升，队

员们也在不断增强自信，训练也更加刻苦。

王海涛说，自己在场上的沉稳发挥也

来自于场下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自信是

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大家看着我在场

上挺有激情，但是场下的训练其实非常磨

人。平时每天上下午都要训练，每天要练 5

个小时。”王海涛回忆，自己曾经在大赛中

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他说，是经历过了足

够多的磨砺，才有了今天的水平。

多年的轮椅冰壶运动员生涯，让王海

涛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对于一个

曾经内向、自卑的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巨大

的改变。有意思的是，练习轮椅冰壶之后，

王海涛真性情的另一面也逐渐展现出来，

他说自己在场下其实是一个爱开玩笑、非

常活跃的人，跟比赛场上眉头紧锁、严肃镇

定的形象完全不同。王海涛说，要感谢轮椅

冰壶，感谢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的参与体育

运动的机会，否则，他可能永远不知道怎样

才能去尽情地欢笑。

对于一名轮椅冰壶运动员来说，32 岁

的王海涛还属于年轻人，两届冬残奥会冠

军对他来说显然也不是轮椅冰壶生涯的终

点，他还希望继续在这个赛场上与队友们

一起追求更多的梦想，争取更多的荣誉。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电

王海涛：从自卑少年到关键先生

3 月 5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

项女子短距离 （视障） 比赛中，中国选手杨倩茹

（右） 跟随引导员于洪顺一起冲过终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冬残奥会期间,中国冬残奥冰球队员汪之栋

在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3 月 5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

项女子 6 公里站姿比赛结束后，获得金牌的郭雨

洁 （右） 和铜牌获得者赵志清 （左） 两名中国运

动员退场时向媒体记者致意。郭雨洁是本届冬残

奥会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轮椅冰壶王海涛在北京冬残奥会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22 岁那年，一辆坐宽约 40 多厘米“过

于宽大”的轮椅帮杨洪琼走出嵌在滇东山

间 的 家 门 ，走 向 学 校 。那 是 她 的 第 一 辆 轮

椅，当地残联捐赠的，不合身，但足以帮她

“逃出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10年后，薄薄一张用红字写着“便签”的

纸记录着“坐下高”“腰宽”“背宽”等 12 个指

标的新、旧、改动数据，以便科研团队为杨洪

琼定制最合适的滑雪架。北京冬残奥会期

间，杨洪琼正是在这个坐宽 26.5 厘米“和屁

股、大腿紧紧贴合”的滑雪架上包揽了冬残

奥会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

长距离 3 个项目金牌，成为中国参加冬残奥

会历史上首位“三冠王”。

“非常意外。”冬残奥会之前，几乎没参

加 过 国 际 大 赛 的 杨 洪 琼 根 本 没 有 夺 金 的

“计划”，这种“喜出望外”甚至是全队共同

的情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残奥越

野滑雪及冬季两项队近两年几乎未能出国

比赛，缺乏和对手同场竞技的机会，让全队

长期处于“黑灯瞎火下埋头苦练”的状态。

“夺冠”是粒种子，没有土壤检验它能否开

花，直到北京冬残奥会，它们竞放的场面直

接成就了中国冬残奥会雪上项目的春天。

首个比赛日，队友接连突破，杨洪琼情

绪“怎么压都压不下去 ”，比赛前夜，她侧

着、躺着、趴着，方法用尽，只换来四五个小

时的睡眠，脑子里出现了登上领奖台的画

面。第二天，滑到“脑袋嗡嗡响”的杨洪琼以

32.1 秒的优势战胜了夺冠热门、美国名将

马斯特斯，站上最高领奖台。此后的两项比

赛 ，尽 管 受 到 生 理 期 等 因 素 困 扰 ，但 她 仍

“出乎意料”地夺得冠军，这名 32 岁老将横

空出世靠的绝不是运气。

“胜负就在一瞬间，其实在比赛中，我

并 不 关 心 对 手 是 否 已 经 接 近 我 。”在 她 看

来，足够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是自己能从容

突围的原因，“不管听见什么声音，是近是

远 ，都 不 会 动 摇 我 ，我 就 是 场 上 唯 一 的 选

手。”和自己较量、和自己相处，足够聪明的

选手能从孤独的赛道上学会放大内心的声

音，成为习惯后，即便身处喧嚣也能清晰地

听见自己真实的诉求，在这方面，杨洪琼似

乎有着天赋。

“全国那么多残疾人，极少数能站上冬

残奥会赛场，干就完了。”杨洪琼的口音常让

人误以为她来自冰雪资源发达的东北，可她

的家乡却在对角线另一端的西南。云南省曲

靖市罗平县钟山乡狗街居委会安居村，每年春

天30多户人家被连片的油菜花所环抱，这里处

于北纬 25度，是被世界公认的黄金气候生态

带，气候宜人，可唯独很难见到冰雪。

作为雪上项目的残奥会冠军，杨洪琼

在 2018 年 以 前 没 见 过 漫 天 大 雪 ，而 在 她

22 岁之前，不光冰雪，方寸之外的世界都

是“贪恋”。13 岁时，杨洪琼因爬山跌倒伤

及脊髓，导致双下肢瘫痪，打小要强的她给

自己垒起心墙，很少表达真实情绪。直到十

八九岁时，陆续有人上门提亲，别人眼中相

夫教子的安稳生活让杨洪琼产生了“一眼

望到头”的恐惧，她猛然意识到，“父母渐渐

老了，我不能在安乐窝里待一辈子。”2012

年，父亲给她买了第一部手机，她用来搜寻

“各种残疾人能做的事情”，最终，上学成为她

选择的出路，她向父母坦白了内心的声音。

“在外面谁照顾你？”这是父母的第一

反应，杨洪琼记得，“当时他们可能对轮椅

都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很担心我。”她央求

去看看学校，哪怕不被接收，“就当坐一次

火车吧。”此后，父亲和当地残联对接了入

学等事宜，杨洪琼也拥有了那辆并不合身

但能帮她改变赛道的轮椅。

在学校，杨洪琼见到了更多像她一样

被命运出了难题的人，卸下心墙的她成为

积极分子，在厨艺大赛、创业大赛、运动会

上崭露头角。运动会上卧推第一的成绩，让

她 被 选 为 举 重 选 手 ，参 加 了 省 残 运 会 ，此

后，她又被篮球队看中，随队获得在天津举

行的全国残运会铜牌。奖牌带来的成就感

让杨洪琼越来越喜欢在体育世界中不断改

变的自己。她记得，刚进入球队时，不够自

信的她不敢喊、不会交流，这在讲求配合的

集 体 项 目 中 是 硬 伤 。“ 你 们 小 队 员 再 不 开

口吆喝，就让你们去街上念报纸。”她被逼

上悬崖，开始学着师姐们唤醒身体里沉睡

多年的“张扬的特质”。

“体育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之前不愿与

人交流，自从练了体育，整个人都变得开朗

了，现在甚至可以逗笑身边人。”2018 年，

杨洪琼被推荐进入冬残奥会的备战集训队

伍，此 时 的 她 ，早 已 能 大 声 表 达 自 己 的 态

度，“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滑雪这两个字

太遥远了，有幸能接触它，就义无反顾地扎

进来了。”可进队时正值秋季，还没赶上看

雪，杨洪琼便领教了转项的挑战。

摔跤是最大的坎。和轮椅篮球能依靠

专业轮椅保持平衡不同，坐姿越野滑雪保

持平衡需要依靠双手，杨洪琼得通过撑雪

杖，带 动 身 体 和 轮 椅 前 进 ，可 一 旦 用 力 不

对，就容易连人带椅翻倒在地，“有时候脑

袋着地，有时候手肘着地，反正我身上每个

地方基本上都着过地。”杨洪琼笑称，从夏

天的草丛到冬天的雪沟，她都把自己撂倒

过，“教练给我起了一个外号‘杨美娇’，当

时我觉得还很好听，后来教练解释了我才

知道，他说的是‘杨每跤’，每天摔一跤。”可

一次次摔倒并没有吓退杨洪琼，再陡的坡

她也义务反顾地往下冲，她告诉教练：“我

在哪里摔倒，我就要把哪里碾平。”

倔强且直抒胸臆，被“直面内心”改变

了人生的杨洪琼坚定地“掌握着自己的节

奏”。外教罗曼是一名获得过多次冬残奥会

冠军的坐姿选手，一开始他对杨洪琼执杖

的高度多次提出建议，但杨洪琼结合在训

练和比赛中的实际感受没有直接采纳，这

让罗曼有些着急，抬出自己的经验试图说

服她，“他是 12 级选手，腰部力量比我强，

所以我需要高杖来拉长滑行距离。”杨洪琼

解释，每名残疾运动员的身体状况不同，建

议更需要结合自身感受，在和罗曼“和解”

之后，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翻译：“哥，你

就直接告诉他，我明白他为我好，但他用资

历压我，让我不高兴了。”

可杨洪琼明白，倔强不能变成执拗。没

有罗曼和整个教练团队的帮助，她无法走

到今天。为了成为一名更专业的运动员，她

学会在赛前不聊天，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

己；“以前特别挑嘴”的毛病也慢慢改变，讨

厌的牛肉皱着眉吃下，厌恶的蛋黄“捣碎了

和在粥里喝掉”，“不考虑喜不喜欢，只遵循是

否必须。”训练时，挺过夏天 30 多摄氏度，熬

过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有时对自己不满

意，她还会在晚上加练。“对肺活量要求很高，

我的体能在训练中慢慢积累起来了。”

除了赛场上的变化外，杨洪琼还学会

了自己修轮椅，“以前在篮球队，团体运动，

姐姐们都很照顾我，那时候我连轮胎的气

都不会打。”可到了越野滑雪，个人项目的

挑战中也包括辅助器械带来的困扰，一开

始总去麻烦队友，但渐渐的，她开始讨厌轮

椅出现故障自己内心的慌乱。一次一个小

轮“瓢”了，4 个轮子只有 3 个着地，杨洪琼

主动借了工具把小轮卸下，反复对比差别，

最终成了“会修轮椅的运动员”。

赛场内外，体育都教会了杨洪琼“人有

无限可能”。她想起进入滑雪队之前，她曾

主动尝试打开通往社会的门。刚刚大专毕

业的她四处投简历，摇着轮椅在昆明找工

作，尝试了一个月，在她几近放弃时，她被

一家“有电梯”的公司录取，被安排在前台

工作。可最终，她放弃了这看似来之不易的

机会，因为她的岗位没有用到她所长，“我

很擅长视频剪辑等工作，甚至痴迷到在机

房能待一整天。”这段经历是她藏在内心的

财富，从那时她就确定，“我需要的不是一

个 位 置，而 是 像 所 有 人 一 样 ，能 用 自 己 所

学、所爱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

本报崇礼 3 月 21 日电

冬残奥“三冠王”来自北纬2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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