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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于 10 月

22 日举行，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

轮椅击剑选手孙刚和轮椅女篮队员黄晓连

作为旗手出现在队伍前列，两人虽为 90
后，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更是我

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传承的中坚力量。

“没想到能成为开幕式旗手，这是值

得一生回忆的事情。”从 2009年接触轮椅

击剑开始，31 岁的孙刚生命里有 14 年光

阴被击剑填满，“小时候，我特别顽皮，

因为腿不好，家人十分担心我的未来，是

击剑改变了我的人生”。

孙刚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煤矿职工

家庭，虽自幼因儿麻后遗症造成其单下肢

残疾，但他却很喜欢体育运动，特别是乒

乓球和篮球。他的表姐荣静是国家轮椅击

剑队运动员，在表姐引荐下，他得到了在

江苏省轮椅击剑队试训的机会，由于平时

保持着运动习惯，他的身体素质和上肢力

量立刻被教练看中，很快便成功留队。

对刚接触击剑项目的孙刚而言，每天

固定在轮椅上重复劈、刺的动作是一段崭

新却“有力使不出”的生活，他很难沉下

心。但在教练和表姐的帮助下，他慢慢感

受到了击剑的魅力，他曾对媒体表示过

“传承”的作用，“当时，我看到表姐站在

国际比赛的领奖台上，心里就有一股压制

不住的激动，我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站在

那上面就好了”。

2014 年仁川亚残运会，孙刚第一次

实现了站上国际赛场领奖台的愿望，他拿

到男子花剑团体、重剑团体、A级花剑个

人 3 项冠军还有 A 级重剑个人亚军。此

后，荣誉就成为他坚持训练的动力，不断

促使他登上更高的领奖台——里约残奥

会、东京残奥会，孙刚都有多枚金牌进

账。而 2018 年雅加达亚残运会，他更是

夺得 5枚金牌，因此，面对即将开始的杭

州亚残运会比赛，他充满自信，“不紧

张，毕竟参加过几届残奥会和亚残运会

了，这次希望自己能平稳发挥，赛出好成

绩，进军明年的巴黎残奥会。”

在得知自己将成为旗手的第一时间，

孙刚马上把喜讯分享给妻子，“孩子刚出

生我就去训练比赛了，这些年聚少离多，

她很不容易”。而另一位旗手黄晓连则急

忙向队友张雪梅“取经”，此前，张雪梅

曾担任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

旗手，作为一支有历史传承的队伍，中国

女子轮椅篮球队常常出现在我国残疾人体

育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是一支非常自

律和团结的队伍，选择我当旗手更多是对

我们轮椅女篮的认可，队友告诉我一定要

打起精神，展现出中国运动员的面貌”。

轮椅篮球选手主要由下肢截肢、儿麻

或脊柱损伤运动员组成，其难点在于，运

动员需要一边控制轮椅，一边完成拍球、

传球、投篮等动作，因此，想在赛场上有

精彩表现，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一开始，最难的是在推轮椅和拿球间转

换，经常刚顾上轮椅，球就丢了。”出生

于 1990年的黄晓连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回忆，由于比赛使用的是竞赛轮椅，急

停、急起、变向、转身，每个动作都必须

用两只手驱动完成，手上由血泡累积蜕变

成的老茧几乎成了这个项目运动员的成绩

和标志。

“亚残运会的场地非常干净，所以手

上不算黑。”练习轮椅篮球超过 10年的黄

晓连羞涩地摊开双手，露出厚厚的茧子，

她坦言，有时在室外场地进行爬坡训练，

一抬手，“所有缝儿里全是黑的”，最关键

是，每次爬坡训练都非常辛苦，“我们都

是靠彼此加油打气才能坚持下来”。但正

是这种团队运动的凝聚力，让她有了“家

的感觉”，因此，她始终坚持在场。

东京残奥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拿

到银牌，创造队史在残奥会上的最好成

绩。赛场上，10 号黄晓连几次完美的中

距离投射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经常

在一起训练，广东省男子轮椅篮球队队长

黄坤洪对姑娘们的情况非常了解，他曾对

媒体透露，这是黄晓连牺牲午休时间，刻

苦训练的成果，“午休后，我都是提前来

到球场的，但总能看到黄晓连已经在练习

了，她是全队最早的”。

黄晓连的努力还源于她对赛场的珍

惜。“小时候走不了路，不爱出门，经常封闭

自己的内心，但打了篮球以后，我变得开朗

和自信，现在能很好地和别人交流。”她笑

称，自己现在是队里的“老将”，需要给年轻

选手作出表率，“我会经常提醒她们把小脾

气收一收，不能像小孩子了，比赛想要出成

绩，训练就得刻苦一些。”她总结为“就是要

带着 00后的老妹们一起前进”。

作为 2018 年雅加达亚残运会轮椅篮

球比赛女子组冠军，黄晓连坦言：“这次

我们就是冲着卫冕来的。”而且队伍的目

标并不局限于亚洲赛场，今年 6月进行的

迪拜轮椅篮球世锦赛女子组比赛中，中国

姑娘们拿到亚军又刷新了队史最好成绩，

且之前打进四强，她们已经拿到了亚大区

进入巴黎残奥会的门票，“在东京残奥会

和迪拜世锦赛，我们都输给了荷兰队，现

在已经开始针对她们的打法进行训练，希

望明年在巴黎可以突破自己，继续朝冠军

努力”。 本报杭州10月22日电

90后“老将”是旗手更是体育传承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杭州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的激情时刻

还在令人回味，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的华彩大幕又已揭开。今晚，当位于钱

塘江畔的杭州亚残运会主火炬以科技与梦

想交融的方式点燃，来自亚洲 44个国家和

地区的 3100 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在杭州

正式开启“心相约、梦闪耀”的 6天历程。他

们对竞技梦想的追求一如十几天前在杭州

亚运会赛场上奋勇争先的健全人运动员。

同时，他们也期待着以体育为媒，共享友

谊，同样与健全人运动员的心愿别无二致。

这应该也是“两个亚运、同样精彩”的最好

诠释。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起已经举办了

19届的亚运会，亚残运会迄今仅仅举办到

第 4届。创办时间虽短，但亚残运会的举办

对推动亚洲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事业的发

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亚

洲大国和亚洲残疾人体育发展最好的国

家，为亚残运会的创办和推动亚洲残疾人

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今晚杭

州第 4 届亚残运会的大幕拉开，中国为亚

洲残疾人体育的继续发展无疑又将增添浓

墨重彩的一笔。

从远南运动会到亚残运
会的华丽转身

10月 19日，杭州第 4届亚残运会火炬

传递活动在杭州市淳安县启动，火炬传递

所使用的火种来自广州。2010 年，广州亚

残运会落幕之后，赛事火种被永久保留在

这座城市。之后，历届亚残运会的火炬火种

均采自广州，也象征着亚洲残疾人体育事

业的薪火相传。

亚残运会的前身是远东及南太平洋地

区残疾人运动会（“远南运动会”），残疾人

体育研究专家、西安工业大学基础学院副

院长文安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远南

运动会覆盖的地域是远东及南太平洋地

区，并没有涵盖到整个亚洲，这使它存在覆

盖面受限的问题。另外，从国际残疾人发展

的形势看，自 1989年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

委员会（IPC）正式成立，以及自 1988 年汉

城（首尔）奥运会开始，奥运会与残奥会在

同一城市和相近的时间举办成为惯例，各

个大洲的残疾人奥委会的设立，洲际运动

会与洲际残运会的协同举行就成为趋势。

在这些方面，亚洲是起步较晚的，直到

2002年才成立了亚残奥理事会，在 2006年
才由远南运动会联合会改组为亚洲残疾人

奥林匹克委员会（APC），并在 2008年正式

确定将远南运动会改为亚洲残疾人运动

会，第一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在 2010年
广州亚运会之后举行，并从此形成亚残运

会与亚运会协同举办的惯例。

文安表示，在亚洲残奥委员会成立的

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

2006年亚洲残奥委员会成立时，中国已有

多位残疾人体育界的人士在国际残奥委员

会和 2002 年成立的亚残奥理事会担任重

要职务，他们对于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有着更为充分的了解。这些来自

中国的资深人士为亚洲残奥委员会的成立

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文安介绍，远南运动会虽然早在 1975
年就已创立，但是这项赛事的组织者主要

是民间人士，赛事的管理模式整体上也较

为松散。在远南运动会转型为亚洲残疾人

运动会之后，中国因为在残疾人体育发展

方面所具有的亚洲领先地位和较高的专业

水平，再加上首届亚残运会是在中国广州

举办，可以说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亚残

运会的组织运营、赛事管理、竞赛体制等方

面，从之前远南运动会的相对业余走向了

更加专业。文安认为，评价广州亚残运会的

历史意义，其不只是促成亚残运会的从无

到有，更意味着亚洲残疾人综合性体育大

赛由业余走向正规的蜕变。

亚残运会已成推动亚洲
残疾人体育发展的龙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

取得的进步令世界瞩目。如果从中国参加

远南运动会算起，自 1986年第二次参加远

南运动会开始，中国就一直处于各参赛队

金牌总数第一的位置。过去 3 届亚残运会

的金牌榜，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都遥遥领

先。在残奥会上，自 2000 年悉尼残奥会以

来，中国代表团一直位居奖牌榜的前列。中

国残疾人运动员在世界大赛的表现，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事

业的发展进步。

将要第 4次参加亚残运会的中国轮椅

乒乓球运动员郭兴元向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表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为什么在世界

大赛上的成绩如此优异，那是因为中国在

真正用心地为残疾人做事。

郭兴元是一名优秀的轮椅乒乓球运动

员，他除了曾在亚残运会上夺金之外，还参

加过 4 届残奥会，取得了 2 金 2 银的成绩。

郭兴元认为，中国在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

的发展上一直脚踏实地，比如，作为一名轮

椅乒乓球运动员，他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

技术指导，有非常好的训练条件。郭兴元

说，自己平时也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残疾

人运动员有交流，了解到很多国家和地区

的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速度远不如中国，

当他们还在想方设法落实一项可能已经提

出了 10年的计划时，咱们这边早就把对残

疾人的各项保障措施落到了实处。

郭兴元说，中国对残疾人权益的各项

保障、大力推进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很多

工作，都让残疾人朋友感受到了整个国家

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力度。身为一名残疾

人运动员，郭兴元享受到可以直接进入大

学深造的机会也让他感到受益匪浅，“国家

保障我们不仅仅可以在赛场上追求竞技梦

想，还保障我们接受高等教育，以便更好地

面对人生的后半程。这样的举措都让残疾

人朋友真正受益”。

中国的残疾人体育也有基础薄弱、条

件艰苦的时期，但正是凭着做实事的劲头，

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一步步向前迈进，中

国代表团也最终成为残奥会、亚残运会赛

场上强队。郭兴元认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

的大赛表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进步的体现之一。

就在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开幕前夕，

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马吉德·

拉什德高度称赞，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

成功发展成为世界典范，值得许多国家和

地区学习。

事实上，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确实在

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经验作为借

鉴，比如中国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大学入

学保障的措施，韩国也有意采纳。

中国以自身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的

巨大成功，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发展残疾

人体育事业的榜样。而亚残运会为亚洲各

国和地区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

重要平台。

文安表示，亚残运会对推动亚洲各国

和地区更加重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亚残运会对亚洲各国和地

区发展残疾人体育的带动作用，以及以其

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关注度而带来的

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程度，都是其他

手段很难达到的。比如，因为亚洲各国和

地区要参加亚残运会，就会产生对残疾人

体育专业人士的需求，这些专业人士对一

个国家和地区的残疾人体育发展至关重

要。就拿中国来说，残疾人运动员的分级

认定和管理是一项非常专业同时又是残

疾人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工作，也就是在

亚残运会举办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

残疾人体育分级技术人员就增加了好几

倍。没有这些专业人才的增加，一个国家和

地区想要发展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事业是

十分困难的。

亚洲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残疾

人体育和残疾人事业能得到怎样的发展也

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

着直接关系。

文安认为，亚残运会虽然历史不长，但

它的诞生和发展也与整个亚洲的经济社会

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既是因为亚洲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程度，

势必加大对残疾人的保障力度，也因为包

括残疾人体育在内的体育发展已经到了亚

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之需的阶段。

马吉德·拉什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谈到亚洲残奥委员会的愿景，“我们会与

各国家和地区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共同

努力，让大家都搭上发展的‘列车’，这与中

国发起和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

一致的”。

残健共融不能缺少的体育一环

郭兴元至今都清楚地记得 13 年前广

州亚残运会轮椅乒乓球赛场上出现过的令

他感动的画面。那一天，当郭兴元从赛场内

转动着自己的轮椅来到观众席时，一群青

少年学生把他团团围住，这些学生被残疾

人运动员的勇气和拼搏精神深深打动，他

们把残疾人运动员视为偶像，这让郭兴元

既惊喜又感动。

很多健全人都把残疾人视为需要帮助

的对象，事实上，残疾人一样可以成为激励

健全人前进的榜样。

13年前，郭兴元与队友们在广州亚残

运会的乒乓球赛场上包揽了全部金牌，创

造了堪比中国乒乓球队的耀眼辉煌成绩，

激励着郭兴元和队友们之后一次又一次站

上残疾人赛场的世界之巅，同时，那段与青

少年学生的互动经历也在郭兴元心中埋下

一颗种子，他想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

多的人，不论他们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

所以，郭兴元做过很多次励志演讲，鼓

励更多人勇敢迈出第一步，给自己一个不

一样的人生。他也资助过多名贫困大学生，

还在筹划建立公益基金。

郭兴元说，所有今天自己取得的这一

切，从竞技梦想的实现到找回人生的勇气、

自信，都来自小学时第一次抓起球拍、来到

乒乓球台前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想打乒乓

球，但是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去尝试，”郭兴

元回忆，“正好那一年学校请了两位残奥冠

军来给大家做演讲，我听了他们的故事，突

然发现人生原来也可以这样精彩。终于鼓

足勇气拿起了球拍。”从此，体育彻底改变

了郭兴元的人生。

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它对于残疾人和健全人来说没有差

异，这也让像亚残运会这样的残疾人体育

盛会完全可以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成

为鼓舞所有人向着勇气、激励、决心靠近

的舞台。 本报杭州10月22日电

从广州到杭州 亚残运会铭刻中国贡献

10月 22日，浙江杭州，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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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浙江杭州，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黄晓连、孙刚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10月 22日，浙江杭州，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文艺表演《心相约》，扮演“金桂仙子”的

演员牵起视障小女孩的手，带她徜徉在桂花纷飞的美丽秋色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10月22日，浙江杭州，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