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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

4 月 8 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冬奥

精神作了 20 字的总结——胸怀大局、自信

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

看到这 20 个字，我特别有感触，特别

是其中说到的“迎难而上”，作为一名运动

员，“迎难而上”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我们的

训练和比赛之中，可以说，这 4 个字早已成

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可 能 有 一 些 青 年 朋 友 会 问 ， 为 什 么 要

“迎难而上”？“迎难而上”的过程是一种人

生磨砺，虽然需要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但

它的结果 却 能 给 人 以 极 致 的 幸 福 感 、 满 足

感 、 价 值 感 。 我 想 告 诉 青 年 朋 友 们 ， 没 有

经 历 和 感 受 过 “ 迎 难 而 上 ” 的 人 生 ， 是 不

完整的。

当然，人并不是生来 就 会 去 追 求 “ 迎

难而上”，于我而言，我要感谢体育，是体

育 让 我 在 还 不 知 道 何 为 “ 迎 难 而 上 ” 的 年

龄 ， 就 体 会 到 了 只 有 付 出 努 力 才 能 实 现 梦

想的道理。

8 岁时，我很想滑冰，但母亲一开始并

不支持，她担心滑冰会影响我的学习，可有

一次，她在滑冰场边上看我学得很努力，当

时 数 了 数 ， 我 摔 了 107 跤 但 毫 无 退 缩 的 意

思，回家之后，看到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

块，母亲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我到底有多想学

滑冰，她认为再也不应该用任何理由去阻止

我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我

打动了母亲的 107 跤，可能就没有今天身为

冬奥冠军的武大靖吧。

但在开始系统学习滑冰后，我才知道，

想把任何一件事做到更好，光有兴趣和热爱

是不够的，拼搏、努力必不可少。

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不少媒体的报道

中 又 提 到 我 的 脚 ， 说 我 “20 多 岁 的 年 龄 、

50 多岁的脚”。的确，我有一双很丑的脚。

因为冰鞋特别硬，经常把脚磨到出血，甚至

脚踝骨硌出洞，记得小时候经常哭着穿上冰

鞋，等疼得麻木了、没知觉了才能继续接着

训练。可我认为，我的脚成了这样也是值得

的，因为这双脚就像一个缩影，看到它就能

看到我将近 20 年来在冰场上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训练，这双脚见证了一名运动员吃

过的苦、流过的泪、洒过的汗。

大家都知道，此次北京冬奥会上，我是

中国短道队唯一的现役冬奥冠军，大家对我

的期望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但可

能很少有人知道，过去 4 年我面临着怎样的

困难，甚至一度到了怀疑自己可能参加不了

冬奥会的境地。

年 龄 的 增 长 ， 伤 病 的 困 扰 ， 都 让 我 在

北 京 冬 奥 周 期 的 备 战 远 比 平 昌 冬 奥 周 期 更

艰难。

去年 5 月，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一

年 的 时 间 ， 我 的 膝 盖 受 伤 ， 8 月 ， 腰 伤 复

发、腰 椎 损 伤 。 我 无 法 训 练 ， 只 能 趴 在 床

上 心 里 干 着 急 ， 那 时 ， 我 以 为 自 己 赶 不 上

北 京 冬 奥 会 了 。 幸 好 ， 两 个 月 后 ， 我 就 回

到了赛场。

去年 10 月，本赛季的短道速滑世界杯

分 站 赛 开 始 ， 第 一 站 就 是 北 京 站 ， 对 我 来

说 ， 能 够 参 赛 已 经 是 万 幸 。 但 连 着 3 站 比

赛，我都没有夺得个人项目冠军，直到最后

一站，去年 11 月 27 日在荷兰，我终于拿到

了赛季第一个 500 米冠军，当时我真的特别

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还是滑得最快的，也是

这时候，我重燃了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佳绩

的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北京冬奥会上，

我和队友们合作，在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

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不负亿万国人

的期待，顺利拿下了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奥

会的首金，为中国队打响了头炮，实现了开

门红。我记得，我 在 那 天 比 赛 结 束 后 接 受

采 访 时 ， 情 绪 很 激 动 ， 哽 咽 着 说 了 一 句

“解气，圆梦了。”为什么要说“解气”，因

为 这 4 年 我 面 对 过 太 多 的 艰 难 时 刻 ， 每 一

次 都 有 足 够 的 理 由 选 择 放 弃 ， 甚 至 连 家 人

朋 友 都 劝 我 放 弃 ， 我 知 道 他 们 是 心 疼 我 ，

但 我 仍 然 选 择 坚 持 了 。 最 后 终 于 拿 到 了 冠

军 ， 我 和 我 们 中 国 短 道 队 没 有 辜 负 祖 国 和

人民的期待。

这 4 年 ， 命 运 曾 经 无 数 次 想 要 逼 我 放

弃，但我没有，我不仅没有放弃，还向它证

明了我可以做到更好。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里，迎难而上，必终有所获。

最后，我想说，作为中国运动员，我们

迎 难 而 上 、 奋 勇 拼 搏 的 最 强 大 力 量 来 自 祖

国，我们最强大的精神 动 力 就 是 祖 国 在 心

中 、 为 国 争 光 。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 每 一 位 当

代 中 国 青 年 ， 都 是 建 设 祖 国 的 一 分 子 ， 每

个 人 的 岗 位 不 同 、 职 责 不 同 ， 为 国 家 、 为

社 会 贡 献 的 力 量 不 同 ， 但 是 拳 拳 赤 子 心 是

相同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

这一代中国青年又赶上国家开始富强，因为

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世界强国的目标就将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完成。体育比赛的赛

场又被称为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作为运

动员，尤其能在赛场上感受到祖国强大带给

我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感谢祖国，她是我们每一名中国人最强

大的后盾，而我们作为她的孩子，能给她的

最好报答，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都尽

可能再努力一点、再进步一点，再超越自我

一点。作为体育人，我们常说，冠军只有一

个，但跳出体育赛场，我相信，各行各业的

各个岗位上都可以诞生无数的冠军，每个人

都可以努力成为自己心中的冠军。

青年朋友们，最后，我想引用习近平总

书记今年 1 月在看望我们这些正在备战北京

冬 奥 会 的 运 动 员 时 说 的 一 句 话 ， 来 勉 励 大

家，勉励依然在追求冬奥梦想的我，“人生

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我是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高亭宇。不

久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在人民大

会堂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

大会，当时，我回忆起自己 4 年来的备战

以及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经历，感慨良多。

回 顾 这 4 年 ， 得 先 从 上 一 届 冬 奥 会 说

起。2018 平昌冬奥会上，我获得了男子速

度 滑 冰 500 米 铜 牌 ， 那 是 中 国 男 子 速 度 滑

冰项目获得的第一枚冬奥会奖牌。那枚铜

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立下了在北京

冬奥会上把奖牌换个颜色的目标。

不过，平昌冬奥会之后，我一度陷入

低谷。伤病、状态起伏等问题应该是所有

运动员都会遇到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闯

过这一关。2020 年 4 月，我因为腰伤从国

家队回到了黑龙江省队，那段时间，我天

天 需 要 针 灸 、 按 摩 治 疗 腰 伤 ， 医 生 跟 我

说，只要训练就会对腰部产生负荷，就会

加重腰伤，但我不可能不训练，所以只能

一边训练一边治疗，腰部到最后已经扎满

了针眼。

伤 病 给 我 带 来 的 不 仅 是 身 体 上 的 疼

痛，更是心理上的煎熬。对于北京冬奥会

这 样 一 个 在 家 门 口 参 赛 的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会，我抱着全力以赴的决心。但伤病是运

动员最大的敌人，我无数次经历着伤病的

折 磨 ， 唯 有 不 停 告 诉 自 己 ， 还 没 有 到 绝

境，我还能够坚持。最严重的时候我甚至

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北京冬奥会。

我特别感谢我的教练刘广彬，是他在

我迷茫时给我鼓励，帮助我重拾信心，陪

着我直面低谷，在逆境中相信自己，战胜

伤病，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感谢

国 家 为 了 培 养 我 们 而 配 备 的 所 有 团 队 的

人，没有他们，我也许坚持不到现在，真

的非常感谢。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北京冬奥精神

时提到的“迎难而上”一样，我觉得，每

个最终能实现竞技梦想的运动员，就是在

不 断 地 迎 难 而 上 ， 因 为 困 难 从 不 会 消 失 ，

战胜了一个还会再来下一个。内心始终做

好不断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的准备，这

是最重要的。

北京冬奥会，我是抱着一定要夺取金

牌的目标来的，但在 2 月 12 日比赛的前一

天 ， 我 在 训 练 中 拉 伤 了 大 腿 。 大 战 在 即 ，

什么都不能动摇我冲金的决心，这 4 年下

来，伤病就从未远离过我，我何必要在乎

再多一处伤？只要人还在，信念还在，我

就一定能行。

比 赛 当 天 ， 我 感 到 自 己 的 状 态 特 别

好，发令枪一响，整个人都非常亢奋，完

全沉浸到比赛中。说实话，如果不是大腿

拉伤，我那天或许可以滑得更快。

夺冠后，我和教练紧紧拥抱，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我是一个很“格路”（东北方
言 ， 意 思 是 ： 格 外 不 同 ， 路 数 不 太 大
众。——记者注） 的人。对了，现在应该

没有人不知道“格路”的意思了吧？我很

“格路”，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轻易表露自己

的情绪，但在夺冠的那一刻，当情绪不自

主释放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

眼泪。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为了这一天

的到来，有多难。

我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

的旗手之一。2 月 12 日晚，当我夺得北京

冬 奥 会 速 度 滑 冰 男 子 500 米 冠 军 后 ， 很 多

记者问我是否知道“旗手魔咒”，我怎么会

不知道呢？在中国队以往参加奥运会、冬

奥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开幕式

旗手能在当届赛会中夺得金牌。

其实，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当我得

知 自 己 成 为 中 国 代 表 团 的 开 幕 式 旗 手 时 ，

心情真的非常复杂。我既为自己能够承担

这么光荣的一项任务而欣喜、自豪，也不

禁 为 自 己 的 北 京 冬 奥 会 前 景 感 到 一 丝 担

忧。大家可能也知道，大部分运动员会有

一些专属的心理暗示方法，比如，比赛时

有没有穿某个特定颜色的衣服、赛前有没

有听某首歌、甚至在第几赛道出发，都可

能对运动员形成一种心理暗示。如果某种

奇怪的定律一直在发挥作用，比如所谓的

“ 旗 手 魔 咒 ”， 而 一 名 运 动 员 恰 恰 是 旗 手 ，

可想而知，他的心理压力得有多大？我记

得，我在夺冠后跟记者说，我在知道自己

是旗手时也有点儿害怕，但这种害怕在心

里只是一闪而过，我就不信邪，为什么旗

手就一定不能拿到冠军？我就要打破这个

魔咒，所以我跟记者们说：“什么魔咒不魔

咒的，干就完了”。

中国男子速度滑冰为了这枚冬奥会金

牌等待了 59 年，为什么是 59 年？因为罗致

我是中国花样滑冰队运动员韩聪。说

到备战北京冬奥会，其实从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平昌冬奥会对于我和搭档隋文静来说

是永远的痛，我们以 0.43 分的微弱劣势输

给了德国选手萨维琴科/马索特，倘若分差

很大，我们认了，那代表我们该做到的地

方 没 做 到 ， 或 者 是 哪 里 出 了 问 题 ， 但 差

0.43 分错失金牌，我们真的不甘心。

那 场 比 赛 结 束 不 久 ， 小 隋 就 做 了 手

术，其实，她在平昌冬奥会时脚趾就已经

出 现 了 疲 劳 性 骨 折 。 虽 然 带 伤 参 赛 对 我

们 职 业 运 动 员 来 说 是 家 常 便 饭 ， 但 在 奥

运 会 上 出 现 这 样 的 问 题 仍 是 职 业生涯的

重大打击。

当小隋的身体逐渐康复，我们重新开

始合练后，我的身体竟也出现了问题。

在 2018-2019 赛季，我在训练中多次

托举小隋动作失败，把她摔在冰面上，这

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我非常痛苦和

自责，毕竟以前做这个托举动作根本没什

么难度，可为什么 2018 赛季之后却出现这

样的问题？隐患其实早在平昌冬奥会之前

就已经埋下。

我记得，临近平昌冬奥会的一次队内

公开测验上，我感觉冰刀有点问题，但没

有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问题，导致了我

在那次测验上崴了右脚，可大赛在即，我

没有停下来休息，忍着疼痛一直练，结果

踝关节很难发力，腰、腿、髋部的肌肉就

增加了更多错误受力，身体会不自主地进

行代偿，也就是用身体其他部位去代替受

力 ， 这 导 致 右 腿 的 力 线 开 始 出 现 偏 差 。

可 比 赛 在 即 ， 我 没 有 时 间 再 改 动 作 ， 日

积 月 累 ， 身 体 的 代 偿 、 动 作 的 变 形 从量

变到质变，最终导致我的托举动作出现了

严重问题。

问题延续至今依然未能完全解决，甚

至这次北京冬奥会上，我也是尽可能地去

维持自己的动作。可以说，我是在一个错

误的动作基础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去避免

最坏的结果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一 个 细 节 可 以 窥 见 背 后 的 艰 难 ， 从

2019 年 开 始 ， 我 的 冰 鞋 报 废 速 度 突 然 加

快了。

作 为 职 业 花 滑 运 动 员 ， 正 常 情 况 下 ，

每年都会穿坏一两双冰鞋，穿坏 3 双就算

多 的 了 ， 可 2019 年 ， 我 穿 坏 了 4 双 冰 鞋 ，

2020 年 ， 我 穿 坏 了 5 双 ， 从 去 年 到 现 在 ，

我已经穿坏了 6 双冰鞋。冰鞋报废的速度

一下子变快这么多，这是我的两条腿的力

线偏差带来的负面后果的直观体现。

花滑运动员的冰鞋鞋帮是皮质的，它

要给脚提供力量支撑，可如果运动员腿的

力 线 有 偏 差 ， 冰 鞋 的 应 力 点 也 会 跟 着 改

变，导致冰鞋的鞋帮更容易损坏。问题在

于，冰鞋承受不了，可以提前报废，但我

的身体只能去硬扛着这种折磨。

2020 年，因为常年在做跑、跳、蹲等

动 作 ， 我 的 撞 击 综 合 症 情 况 越 来 越 明 显

了，导致我的髋关节盂唇撕裂。那时，疫

情已经开始，国际比赛也参加不了，这个

伤对我们备战北京冬奥会有很大影响，所

以队里安排我尽快做了髋关节手术。

经历术后康复，我重返训练场刚两个

月 就 迎 来 了 在 斯 德 哥 尔 摩 举 行 的 世 锦 赛 。

基于我恢复训练时间不长，加上我还有力

线偏差的老问题，冬奥会前，我和小隋也

不想让主要对手占据心理优势，我们本想

放 弃 2021 世 锦 赛 ， 可 考 虑 到 中 国 花 滑 队

正争取在双人滑项目上拿到参加北京冬奥

会的满额席位，作为老将，我们必须担起

为队伍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任，这是我们作

为中国运动员的责任，最终，我们站上了

赛场。

这 4 年的备战过程中，我和小隋面对

了 太 多 的 困 难 ， 也 有 过 觉 得 自 己 做 不 到、

做不了的时候。感谢我们的坚持，也感谢

来自队伍的支持，一直激励着我们。今年

2 月 19 日，我们所有的努力在夺冠时刻来

临时才都变成了值得。

我还记得那晚，我和小隋作为双人滑

最后一组选手临上场的那一刻，按照我俩

的 习 惯 ， 上 场 前 紧 紧 拥 抱 了 一 下 ， 那 一

次，小隋又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双人滑的

金牌在北京冬奥会最后一个花滑比赛日产

生，而这块金牌又恰恰是中国代表团在北

京冬奥会上有望夺得的最后一金，我们能

否拿下这枚金牌，关注度空前。

我 记 得 ， 当 时 小 隋 紧 紧 攥 着 我 的 手

说：“我们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时，滑的就

是 《金桥》 这套节目，我们在最后一个上

场的时候，总是能创造奇迹。”她说这话的

时候眼神是那样的坚定，我的眼泪就在眼

眶 里 打 转， 我 突 然 间 被 这 种 能 量 所 感 动 ，

浑身的力量似乎都被激发出来。

小隋后来告诉我，在 2 月 18 日晚短节

目比赛那天，我俩上场后我说了一句“荣

辱与共”，也让她很感动。我当时说这话也

是想表达，“无论这次比赛是怎样的结果，

我都希望这是我们的美好记忆，这是我们

共同承担的结果，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扛。”

再回到自由滑比赛那晚，当我俩走上

冰场，准备节目开始的时候，小隋说了一

句“ 干 干 干 ”， 她 就 是 这 么 有 能 量 的 一 个

人，她总是把力量带给别人。

当我们领受金牌的时候，那一刻我们

沉浸在实现梦想的喜悦之中。我记得平昌

冬奥会时，我们站在领奖台上也在哭，我

还用手堵着小隋的耳朵不想让她听现场播

报的成绩名次，当时确实没办法接受那个

现实。这次我们俩又在领奖台上哭得稀里

哗啦，但这是开心的泪水、愉悦的泪水。

最后，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对中

国青年的寄语作为我演讲的结尾——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

的殷切期望。

我是国家残奥越野滑雪队运动员杨洪

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我参加了残奥越

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长距

离 3 个项目的比赛，都拿到了冠军，凭借 3
枚金牌，我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金牌

数 量 最 多 的 运 动 员 ， 被 授 予 “ 北 京 冬 奥

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上，我十分荣幸地作为冬残奥会体育代表

团代表发言，在发言席上，我代表的不仅

仅是自己，更是代表所有参加冬残奥会的

运动员，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我

们都受益于相同的时代。

以我为例，看我在雪地上飞驰、听我

的口音，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我来自冰雪资

源发达的东北，但我的家乡其实在对角线

另一端的西南。我出生于云南省曲靖市罗

平县的一个小村子，每年春天这里会被金

灿灿的油菜花所环抱，四季气候宜人，景

色 多 变 ， 可 唯 独 很 难 见 到 冰 雪 。 这 么 说

吧，作为雪上项目的残奥会冠军，我其实

在 2018 年以前没怎么见过雪，是国家为选

拔冬残奥人才组织的跨界选才，才让我有

机会进入国家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走出山

村，走上了国际赛场。

14 岁时，我不慎从山上坠落导致脊髓

损伤，从此不能站立行走。从那时起，我

的活动空间就被限制在小小的屋内，我从

小好强，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给自己垒起

心 墙 ， 很 少 表 达 真 实 情 绪 。 随 着 年 岁 增

长，父母期待我能有个好归宿，过上相夫

教 子 的 生 活 ， 但 这 种 安 稳 却 让 我 产 生 了

“ 人 生 一 眼 就 能 望 到 头 ” 的 恐 慌 ， 我 意 识

到，父母渐渐老了，我不能在安乐窝里待

一辈子。2012 年，父亲给我买了第一部手

机，我用来拼命搜寻各种残疾人能做的事

情，最终，我为自己争取到了去昆明读书

的机会。

在学校里，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也

是从那时起，我在运动会上的表现被教练

看 中 ， 被 选 为 举 重 选 手 ， 参 加 了 省 残 运

会，后来，我又被篮球队看中，随队获得

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残运会铜牌。奖牌带来

的成就感让我越来越喜欢体育，也喜欢上

了因体育而更加开朗、坚韧的自己。

刚 进 入 球 队 时 ， 我 不 够 自 信 ， 不 敢

喊、不会交流，这在讲求配合的集体项目

中是硬伤，教练说：“你们小队员再不开口

吆喝，就让你们去街上念报纸。”没办法，

我被迫发掘出自己张扬、外向的一面，更

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态度。因此，当“练滑雪”的机会到来

时，我毫不犹豫就扎了进来。

但 进 队 时 正 值 秋 季 ， 我 还 没 赶 上 看

雪，便先领教了转项的挑战。我说过：“我

的冠军都是摔出来的。”这话一点儿不假，

以前练轮椅篮球，我们可以依靠专业轮椅

保持平衡，但练坐姿越野滑雪，保持平衡

需要依靠双手，我得通过撑雪杖，带动身

体和轮椅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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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夏天的草丛到冬天的雪沟，我都把

自己撂倒过，当时，教练给我起了一个外

号“杨美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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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憋着一口气，一定要

克服这个坎儿，再陡的坡，一咬牙一闭眼

我 也 往 下 冲 ， 我 告 诉 教 练 ：“ 我 在 哪 里 摔

倒，就要把哪里碾平。”

就这样，我跟随国家队开始了冬夏结

合、训练比赛结合、国内国际结合的系统

性训练。在教练和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我

逐 步 成 为 了 一 名 更 专 业 的 运 动 员 ， 比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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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们在 30 多摄氏度的环境下

训练，到了冬天又要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的 雪 地 里 熬 着 ， 但 如 果 对 训 练 效 果 不 满

我是闫卓，我是中国轮椅冰壶队中唯

一 的 女 队 员 。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上 ， 由 王 海

涛、陈建新、张明亮、孙玉龙和我组成的

中国轮椅冰壶队成功卫冕，拿下了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会的最后一枚金牌。由

此 ， 我 们 的 最 终 成 绩 定 格 在 18 枚 金 牌 、

20 枚 银 牌 、 23 枚 铜 牌 ， 总 计 61 枚 奖 牌 ，

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

而在此之前，中国队在历届冬残奥会

上仅收获过一枚金牌，这项历史性突破正

是由我在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前辈们，于平

昌冬残奥会上创造的，如今，我和他们并

肩作战，成功卫冕，成为这个光荣集体中

的一员，我感到无上光荣。

原 本 ， 我 的 生 活 跟 体 育 没 什 么 关 联 。

由于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所以我出生 4 个

月的时候，就做了人生的第一场手术，虽

然手术很成功，但还是没能改变我不能行

走的事实。可我从小就是个乐观的孩子，

既然不能走，那就爬啊，我照样能成为村

里的“孩子王 ”，甚至干农活，我也是一

把好手，种地、剥花生、摘杏⋯⋯什么我

都愿意帮着干。

打小我就明白，生活给了我艰难的剧

本 ， 但 我 依 然 能 拿 着 它 演 出 最 精 彩 的 人

生。在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我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首钢工学院的动漫设计专

业，18 岁时还拿到了残疾人驾照，我很快

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得知北京轮椅射

箭队正在选拔运动员，看到这个消息，我

想起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在电视上看到

张娟娟夺冠的画面，当时我便喜欢上了射

箭项目。

我决定报名试试，最终，我在 2013 年

11 月正式进入北京射箭队，在教练的指导

下，半年后，我首次参加全国残疾人射箭

锦 标 赛 ， 取 得 团 体 第 六 名 的 成 绩 ， 两 年

后，我便在世界轮椅大赛射箭项目上获得

个人铜牌。原本，我以为自己会在这条路

上 一 直 走 下 去 ， 但 由 于 射 箭 项 目 比 赛 规

程 进 行 了 重 大 调 整 ， 我 的 级 别 已 经 没 了

优 势 。 在 放 弃 的 边 缘 ， 北 京 市 残 疾 人 文

化 体 育 指 导 中 心 领 导 找 到 我 ， 问 我 愿 不

愿 意 参 加 冬 季 项 目 ， 我 爽 快 地 报 了 名 ，

并 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 正 式 加 入 北 京 轮 椅

冰壶队。

我的想象中，轮椅冰壶项目并不是很

难，可一上手才发现，它不仅考验运动员

的智慧，更对体能有极高要求，尤其是上

肢力量。为了弥补短板，我几乎每天都要

进行冰上训练和体能训练，但训练场就是

一 个 大 冰 窖 ， 从 内 向 外 散 发 着 寒 冷 的 气

息，由于我的腿没有知觉，所以腿上经常

会有冻疮，但自己却不知道，等发现时已

经很严重了，后来我尝试贴暖宝宝，可稍

不注意又被烫伤了。

因 为 我 是 最 后 一 个 入 队 的 “ 新 兵 ”，

别的队友大多数都有多年的训练经验， 我

是 真 着 急 。 为 了 尽 快 追 上 队 友 的 进 度 ，

不 拖 后 腿 ， 我 每 天 只 喝 很 少 的 水 来 减 少

上 厕 所 的 次 数 ， 甚 至 憋 尿 坚 持 训 练 ， 长

此 以 往 ， 我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肾 积 水 ， 需 要

手 术 治 疗 ， 但 手 术 后 一 周 ， 回 到 轮 椅

上 ， 我 立 刻 出 现 在 训 练 场 ， 因 为 心 里 真

的放不下。

此后，我以女队员成功率排名第一的

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参加 2018 年韩国平

昌冬奥会的备战。集训期间，我又代表国

家参加了 2017 年捷克轮椅冰壶公开赛，获

得了第二名，可训练后期队伍进行调整，

我没有进入平昌冬残奥会的大名单当中 。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觉得所有

的付出都白费了。

就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来自团队的

鼓 励 ， 帮 我 走 出 了 阴 霾 ， 开 始 了 新 的 征

程，我重新找到了赛场上既专注又不乏活

力的自己，在 2019 年轮椅冰壶世锦赛队员

的选拔中，我再次以女队员成功率第一的

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最终和队友一起代

表中国队出征在苏格兰举行轮椅冰壶世锦

赛，那次比赛中，我们首次获得世锦赛冠

军 ， 完 成 了 中 国 轮 椅 冰 壶 的 “ 大 满 贯 ”，

而 这 也 是 我 的 第 一 个 世 锦 赛 冠 军 。 两 年

后，我和队友在“冰立方”举行的世锦赛

上再度拿下金牌，很快，北京冬残奥会的

赛场已经在向我招手。

这段看似跌宕的经历教会我，每一段

难熬的日子都是成长的过程，熬过去便是

晴天，能见彩虹。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 虽 然 我 们 开 局 不 利 ，

但 很 快 ， 我 们 再 次 展 现 出 作 为 “ 王 者 之

师”的硬实力，连克强队，取得十连胜的

佳绩，最终成功卫冕。记得金牌赛当天，

我的父母和叔叔也来到现场观战，我特别

想和他们分享金牌和金容融，毕竟我已经

两年没回家了，那时，我最想对他们说一

句“女儿做到了”。

我很庆幸当年在人生的分叉口选择了

体育，是体育带给我那么多改变。在没练

体育之前，我和很多残疾朋友们一样，每

天 都 在 家 待 着 ， 也 不 愿 意 出 门 和 大 家 交

流 ， 我 很 害 怕 看 到 别 人 异 样 的 眼 神 。 但

现 在 不 一 样 了 ， 虽 然 我 身 有 残 疾 ， 但 是

我 觉 得 这 对 我 的 生 活 没 有 什 么 影 响 ， 我

可 以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任 何 事 情 ， 不 要 在 乎

别 人 的 眼 光 。 尤 其 从 个 人 项 目 到 团 队 项

目 后 ， 我 的 队 友 们 就 像 哥 哥 一 样 照 顾

我 ， 关 心 我 ， 是 他 们 帮 助 我 变 得 更 加 从

容和自信。

现在，我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平时

除了喜欢画画，还喜欢学习英语，在我看

来 ， 学 习 英 语 能 更 方 便 和 外 国 运 动 员 交

流，毕竟，冬残奥会的价值不仅仅是争取

奖牌，更重要的是传递奥林匹克精神，让

更多人了解中国残疾人运动员，我想，我

们 5 个人可以做到，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 是 陈 建 新 ， 是 中 国 轮 椅 冰 壶 队 队

员。2018 年 3 月 17 日，在平昌冬残奥会冰

壶 的 决 赛 现 场 ， 我 屏 气 凝 神 ， 瞄 准 营 垒 ，

投出了我的最后一投，这一投为胜利奠定

了基础，这一掷，也为中国实现冬残奥会

金牌零的突破作出了贡献。

4 年后，冬奥会在家门口举办，我和队

友们又顶着巨大的压力成功卫冕，作为这

支 “ 王 者 之 师 ” 的 一 员 ， 我 为 自 己 骄 傲 ，

也 更 加 坚 信 梦 想 的 力 量 ， 只 要 精 神 不 垮 ，

灵魂就能站起来。

谈 及 梦 想 ， 18 岁 的 少 年 本 应 最 富 有 ，

可我的 18 岁却成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一切

关于未来的憧憬均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中 被 摧 毁 ， 当 时 ， 我 被 诊 断 为 高 位 截 瘫 ，

这 4 个字几乎把我逼上结束生命的绝路。

那 是 我 人 生 最 灰 暗 的 一 段 日 子 ， 我 常

常一个人发呆，疯了一样去掐、去打、去

拧自己的腿，希望换取哪怕一丝知觉；我

幻想这只是一场噩梦，期待睁开双眼，一

切又能恢复到从前；我也曾配合治疗和康

复，但始终未见起色，经历过无数次的失

望后，我只能认清这个残酷的现实——我

要在轮椅上生活了。渐渐地，我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谁也不见，甚至不配合医生治

疗，泪水流干后，我放弃了求助，更放弃

了自救。

幸 好 ， 我 的 家 人 始 终 没 有 放 弃 ， 父 亲

为我熬白了头发，但他常常鼓励我说：“儿

子，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很多残疾人一样

能做出一番成绩。”而我年届八旬的爷爷奶

奶也在尽心竭力地照顾我，一天夜里，我

想去厕所，他们两人一起抬着我一步一步

挪 ， 回 到 屋 里 后 ， 奶 奶 轻 声 说 她 没 力 气

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想，本

应是我来照顾他们，如今身份互换，我还

放弃自己，对得起谁呢？从那时起，我告

诉自己，跌倒了总得要站起来。

体 育 为 我 开 启 了 一 扇 希 望 之 门 。 2013
年，在延庆区残联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北

京 市 残 联 体 育 培 训 中 心 ， 开 始 练 习 击 剑 ，

一年后转到了轮椅冰壶项目。其实这次转

项我有个小心思，北京市成立首支轮椅冰

壶 队 ， 一 个 重 要 目 标 就 是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

要能在家门口拿个奖牌，那得多荣耀啊。

为了这个梦想，每天 5 公里的划轮椅、

上百次的推杆儿，再单调的训练我都努力

坚 持 着 ， 从 一 开 始 根 本 不 知 道 什 么 是 冰

壶 ， 到 慢 慢 迷 上 了 这 个 “ 烧 脑 ” 的 项 目 ；

但冰壶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对身体的

挑战同样残酷，尤其对于残疾人运动员而

言，健全运动员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需

要重复很多次才能掌握。

一个小小的冰壶，重量却能达 20 公斤，

坐在轮椅上推掷，对上臂和腰部力量要求很

高，发力时稍有不慎，运动员就会摔倒。由于

下肢没有知觉，长时间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

境训练，我的双脚常常冻伤，全是小红包，您

见过癞蛤蟆的表皮吗？就是那样。但这些都

没有阻碍我，我觉得人这一生能够干自己想

干的事情，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进，再

苦再累也值了。

2015 年 6 月 18 日 ， 这 一 天 是 我 生 日 ，

我们也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

冠军。那一天我哭了好久，把自己这些年

所有的苦痛都哭了出来，那种许久未有的

成就感让我感到，我战胜了自己，我还有

用。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有了困难不要

紧，重要的是迎难而上、战胜困难。

经 过 4 年 奋 斗 ， 我 从 20 名 运 动 员 中 脱

颖 而 出 ， 作 为 队 伍 的 三 垒 ， 有 机 会 参 加

2018 平 昌 冬 残 奥 会 。 作 为 健 全 人 的 时 候 ，

我都没想过能够参加奥运会，后来成为残

疾人，居然有机会参加奥运会了，当机会

真的来临时，我激动得夜不能寐，我告诉

自己，无论能否取得好成绩，我都要全力

付出，不能让自己后悔。

结 果 是 令 人 喜 悦 的 ， 我 们 拿 到 了 中 国

冬残奥历史上第一块金牌，也是第一块奖

牌。这次胜利，让我真正找到了活着的价

值，让我知道，我也可以像健全人运动员

一样为国争光。

接下来的 4 年，全队上下刻苦训练，立

志在家门口实现卫冕。可“卫冕”谈何容

易，尤其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封闭训练

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经过 3
层栅栏才能和外界接触，那种与世隔绝的

感 觉 ， 仿 佛 我 们 就 是 大 海 上 的 一 座 孤 岛 。

当参加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成立仪式时，队伍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

外界接触了。

回 到 久 违 的 赛 场 ， 是 一 种 熟 悉 又 陌 生

的感觉，加上我们太想成功了，太想在国

人面前表现得优秀一些，全队遭遇了一个

【编者按】

历经 7 年艰辛努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可
当烟花散尽、冰雪消融，这届冰雪盛会将如何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

除了有形遗产外，在立春开幕的盛会也埋下了精神财富的种子，由运动员们
用奇迹灌溉，最终开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

“北京冬奥精神”之花。
为了让“北京冬奥精神”能更具体、更生动地影响广大青少年，由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作为指导单位，中国青年报社主办，安踏体育用
品集团进行战略支持的中国青年冬奥精神分享会近日在中国青年报社举办。

3 位北京冬奥会冠军武大靖、高亭宇、韩聪及 3 位北京冬残奥会冠军杨洪琼、
闫卓、陈建新，分别用他们的人生故事诠释了个人命运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中的

“北京冬奥精神”。

焕老前辈早在 1963 年就夺得了中国男子速

度滑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但奥运冠军却

一直等到这次北京冬奥会才拿到。在我打

破了冬奥会纪录夺冠的那晚，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变身为“金丝带”，很多朋友给

我发微信，说是第一次看到美丽的“金丝

带”，我想，如果我没拿到金牌、没打破这

个纪录，我会辜负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

虽然我做到了速度滑冰男子项目冬奥

会金牌零的突破，但我想说，这个成绩属

于祖国，没有祖国给我们的保障，没有祖

国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我不可能拿到

这个冠军，所以我在赛后说，这枚金牌献

给祖国，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的时

候，我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此，我也

想告诉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作为一名当代

中国青年，我们的奋斗和努力，一定不是

只为个人的，个人的理想永远是与国家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

有 人 说 ， 我 像 一 匹 “ 孤 狼 ”， 独 自 在

冰 场 上 和 风 阻 做 对 抗 ， 但 我 想 说 ， 我 并

不 孤 独 ， 我 有 祖 国 和 14 亿 中 国 人 民 给 我

的 力 量 ， 我 为 我 是 一 名 中 国 运 动 员 而 感

到自豪。

意 ， 我 也 会 在 晚 上 加 练 ， 就 这 样 日 复 一

日，我的运动成绩得到了快速提升。

受疫情影响，我们队近两年几乎未能

出国比赛，缺乏和主要对手同场竞技的机

会，作为要参加冬残奥会的选手来说，多

多少少有些心里没底。但没想到，首个比

赛日，我的队友们就接连突破，我最终也

延 续 他 们 的 势 头 ，“ 出 乎 意 料 ” 地 夺 得 冠

军。我记得，在 3 月 6 日的长距离比赛中，

我在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发自内

心地振臂高呼：“祖国万岁”，这一刻，能

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我的骄傲和自豪

需要让全世界知道。

如果把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比

作一本书，我们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就像这

本书的不同章节，情节各有各的跌宕、情

绪各有各的起伏，却都在讲述着同一个主

题 ： 感 谢 体 育 ， 感 谢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的 平

台，让我们发现了自身无限的潜力，也让

我们有机会站上最高领奖台，我想这是我

们实现自身梦想的一刻，更是给更多残疾

人带去希望和鼓励的一刻。

糟糕的开场。连续输掉两场比赛后，队伍上

下痛定思痛，想方设法“卸包袱”，重新寻找凝

聚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每个人要做到

打好自己手里每一个壶，给队友提供无尽的

支持与鼓励。最终，我们找回信心，实现了十

连胜，冲进半决赛和决赛，分别战胜了第一场

第二场比赛输给的对手，拿到中国体育代表

团在本届赛会的最后一块金牌，实现了 2018
年夺冠之后对祖国和人民的庄重承诺。

其实在冰壶比赛中，我一直都觉得我们

就像奥运五环一样，只有一环扣一环，最后

才能成功。我们的力量是中国残疾人体育发

展的力量，这一次，我们的眼光已经投向了

意大利米兰，争取在那儿实现三连冠。

回首走过的路，我体验过健全人的生活，

也体验过残疾人的生活，更体验过残疾人运

动员的生活。经过 9 年奋斗，我先后拿到三届

全运会冠军、一届世锦赛冠军、两届冬残奥会

轮椅冰壶冠军，已经完成自己的大满贯，可以

说残疾人体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未来的

日子里，除了争取赢得更多赛场上的金牌之

外，我更希望拿到人生的金牌，娶妻生子，过

上幸福的生活。

生命以痛吻我，我报生命以歌。

中国青年冬奥分享会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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