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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舞台中央，几万名观众看向我们

的时候，我推动的不仅仅是残奥冠军、火炬

手，是残健共融，更是梦想携手。”杭州亚残

运会开幕式上，“小青荷”白松瑞将第 4棒火

炬手、“九冠王”杜剑平送到点位，一起将“桂

冠”传递给下一位火炬手。

开幕式现场，数万人一起用手语“呐

喊”出“爱是勇气，梦是翅膀，我们一样，为

梦闪亮”。为了这一刻，来自浙江特殊教育

职业学院的“小青荷”俞凯清和同伴，已经

练习手语 300天。他们每晚看新闻，跟着新

闻内容同时翻译，遇到重点、难点就找出录

播视频，一帧一帧仔细推敲，准确掌握每一

个动作。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用耳朵去听，

耳朵听不到的地方可以用手去探索，手触

摸不到的地方，可以用心去感受。”俞凯清

反复回味着参加演出盲童小演员的话，正

如同“勇气”的手语，手从紧闭到伸展开，她

相信勇敢的人一定能看到梦想成真的模

样，“亚残运会志愿者的工作很有魅力，在

帮助这些勇敢的人同时，还能感受到他们

的善意和温暖，我很幸运。”

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散场时，一位乘

坐轮椅的蒙古运动员和代表团走散了。“小

青荷”陈炎发现后，一直陪伴他。运动员试

图调整车轮，却不能清楚表达时，陈炎和老

师一起蹲下帮助调整，直到他微笑着摆出

OK的手势。

相比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志愿服务需

要更加细致。“小青荷”施夏轩时刻留意着

运动员的需求，并及时提供帮助。在黄龙体

育中心体育场热身训练场地，施夏轩注意

到一位独臂运动员艰难地系着散落的鞋带

却没有立刻上前，“培训时老师说过，在亚

残运会中，志愿者不能贸然上前服务”。

当听到“Excuse me”时，施夏轩立刻

响应，帮助运动员系好鞋带。运动员在接受

帮助后主动要求合影留念，这施夏轩更加

切身领会了志愿者与运动员间“有爱无碍”

的真诚。能以无碍助有爱，是“小青荷”应该

做的。

浙江科技学院“小青荷”王永强主要工

作是协助技术官员为残疾运动员作分级测

评。一天，他要把一名坐轮椅的印度运动员

送至上车点。当他走到运动员身后打算推

轮椅时，这名运动员拒绝了，示意他走到前

面拉着他的手。后面的同学拍下他们的背

影，牵手引导代替推车，连接的是一段温情

的关爱。

连续参加“两个亚运”的“小青荷”

董元，发现一名视障运动员没有及时参加

分级，可能因此失去参赛资格。她紧急联

系，并上门接运动员参加分级。在服务过

程中，运动员感受到董元的不安，反过来

用颇具哲理的语言鼓励她，“我看不见这

个世界，但我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

害怕未知。”

中国计量大学“小青荷”雷城被安排服

务阿富汗代表队。有一天在球场边，阿富汗

教练将一个阿富汗传统帽子以“扣篮”的方

式送给雷城当礼物。

10月 24日，杭州淳安界首体育中心送

走了第一位亚残运会运动员。来自尼泊尔

的一位运动员告知“小青荷”，因为个人原

因需要尽快返回尼泊尔，“小青荷”紧急汇

报、联络各方工作人员。在大家的帮助下，

这位运动员第二天顺利坐上了返程的车。

她上车前流着眼泪，和“小青荷”一一拥抱。

她留下了一封真挚的感谢信：“非常感

谢所有志愿者、工作人员、主管和餐饮工作

者，一切对我来说都很值得，这里的每一个

人都很友善、慷慨和乐于助人，这对我来说

意义重大。”

从开幕式到竞技比赛，勇敢拼搏、突破

极限、超越自我、真诚微笑、温暖善意，赛场

上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瞬间和赛场外一个个

激动人心的故事，构成了杭州亚残运会最

美好的记忆，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小青

荷”的默默奉献与坚守。正如一名卡塔尔运

动员在留言本写道：“志愿者是亚残运会的

灵魂！”

10月 24日，杭州亚残运村迎来了一位

特殊的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

会长、主持人白岩松。当天，白岩松也穿上

了“小青荷”的外套。在生日快乐歌声中，白

岩松参加了“小青荷”的集体生日会，还一

同画下了可爱的“飞飞”志愿者形象。他把

浙江外国语学院“小青荷”送上的花束拆

开，一支支回赠给“小青荷”。

白岩松参加了“小青荷”的一场分享

会，并分享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当

你有机会在亚残运会为残障朋友服务过，

今后一定会为残障朋友的平等而去呐喊，

而去帮助，你们会是一生的志愿者。我相

信这一点。”在签名簿上，白岩松写下

“亲和青荷”。他说，相信未来杭州的志愿

服务活动中，“小青荷”一定会成为一个

永久的名字，“亲和”也一定会成为杭州

志愿者服务的特质。

白岩松说，杭州亚残运会，志愿者的

工作会更辛苦，他向所有志愿者，说一声

谢谢！

“小青荷”有爱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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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 16时左右，杭州奥体中

心体育馆的 2号场地上，杭州亚残运会

轮椅篮球男子预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

一次比赛暂停间隙，赛场边上的科威特

领队带着一名队员匆匆跑到赛场外的轮

椅等辅助器具维修站（以下简称“辅具维
修站”）内，脸上写满了“着急”。

他一边用手指着队员乘坐的竞赛轮

椅，一边急切说到，“能不能帮我们快

速换个车胎”。

从这位领队的神情、动作，维修技师

林师傅立马意识到，“这是比赛时运动员

的竞赛轮椅出问题了，需要更换新胎”。

他二话没说便协同另一位师傅相互合

作，进行紧急维修。维修过程中，林师傅

得知对方还要继续上场比赛，他们又加

快了速度。

卸外胎、拆旧胎、换新胎、检查确

认……“不到 5分钟，这个车胎就换完

了。”维修站的“小青荷”志愿者惊叹

师傅高超的维修技艺。回想起这次的维

修经历，辅具维修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依

然有些许遗憾，“手脚还可以再利落

点，千万不能耽误人家比赛。”

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是亚残运会一

项重要的基础保障工作，赛时为运动

员、随队官员等人提供轮椅、假肢、矫

形器等辅助器具的维修服务。

在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还有很

多和林师傅一样的辅助器具维修技师，

他们都有丰富的辅具维修经验，有的曾

参与过多届残奥会辅具维修保障。就是

这样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专家，共同

组成了一只专门给辅助器具“看病”的特殊

“医疗队”。

据了解，目前这个特殊的“医疗队”共

有 67 人，他们被安排在杭州亚残运村、淳

安分村以及轮椅篮球、田径、射击等 10 个
竞赛场馆的辅具维修站内，为参赛运动员

提供轮椅、假肢、矫形器等辅具维修服务，

确保运动员能全身心投入比赛。

每个场馆辅具维修站的结构大致相

同，都分为前台接待区、等候区、维修

区、仓储区和检查区等。有维修需求的运

动员来到辅具维修站，先到前台登记，大

概描述辅助器具存在的问题后，维修技师

们就会逐一检查，沟通确认维修方案，并

进行维修。

林师傅所在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辅

具维修站主要服务于轮椅篮球比赛运动

员。“竞赛轮椅对轮椅篮球运动员来说很

重要，在激烈的对抗碰撞中容易出现各种

问题，比如车架断了，就需要用专业的焊

机把断裂处焊接上。”林师傅说，他所服

务的维修站里一共有 3名维修技师，他主

要负责焊接，“我们基本都是协同作战，

轮胎充气、轮椅调水平、螺丝固定等等我

也都帮着弄。”

开赛至今，该辅具维修站平均每天要

填写 8 张维修工单，在站内接待区的桌子

上，摆着一沓已经签过的维修单，记者数了

数，截至 10月 25日比赛结束，在这个小小

的“维修站”内，已经进行了 75次维修。

这个数据，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馆辅具

维修站，则是 37次。“轮椅网球没有轮椅篮球

那么多的冲撞，辅助器具出现突发性故障的

概率相对小一点，维修次数自然要少些。”该

辅具维修站的维修技师王师傅说。

据记者观察，在这 37 次记录中，维

修的几乎全部都是轮椅。“而且只有两次

修的是生活用轮椅，其他都是竞赛用轮

椅。”王师傅说，“竞赛用轮椅的车轮有一

定的倾斜角度，相较于普通生活轮椅，更

容易发生一侧的磨损。”

据了解，该辅具维修站还根据场馆方

要求在网球场边上设置了一个临时维修

点，来应对比赛过程中的紧急维修工作。

比如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发现胎压不

足，就可以到临时维修点进行应急充气。

“我们维修技师的作用就是发挥自己的专

业技能，减小运动员辅助器具出问题带来

的影响，保障赛事的正常进行。”

王师傅所说的“作用”在田径赛场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亚残运会的田径比赛

中，有一定比例的投掷项目需要用到投掷

凳，如田赛 51-58级别投掷项目。根据要

求，投掷凳的最大高度 (包括坐垫在内)不
得超过 75 厘米，可带有金属或玻璃纤维

材料制成的扶手。

这个“75 厘米”的标准则是黄龙体

育中心体育场辅具维修站的维修技师们，

常要面对的数字。从站内的维修单中可以

看到，仅 10月 23日一天，上述维修站就

进行了 5次投掷凳高度的调节。

“在调投掷凳高度的时候，我们要先

把凳子外面包着的表皮剥开，让里面填充

的海绵漏出来，然后根据标准卡尺，一层

一层的撕掉海绵，同时还要保证凳子的平

整度，最后再把外表皮回复原样，经过技

术官员的检测合格后，才算完成任务。”

该辅具维修站维修技师邹师傅说，“投掷

项目集中的时候，维修过程中经常会出现

很多海绵碎屑，这需要及时清理，以保证

维修作业区的干净整洁。”

如果说设置在各个场馆的辅具维修站

是“急诊”，那设在亚残运村的轮椅等辅助

器具维修中心则更像是“门诊”，穿梭各个

维修站和维修中心之间的流动服务车则是

一个“流动医疗队”。各个场馆的辅具维修

站保证“能修尽修”，一时修不了的，那就可

以转运到亚残运村辅具维修中心。

亚残运村内的辅具维修中心面积近

400 平方米，里面除了充足的零部件之

外，还有包括红外线平板加热器、红外线

烘箱、测力平台、假肢抽树脂工作台等在

内的各种专用维保设备。“辅助器具维保

工作涉及的大型维保设备有十余种，维保

工具约 60种，缺一不可。”王师傅说。

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团队成了亚残运

会运动员的好帮手，这个特殊的“医疗

队”用专业的维修技能全力保障各参赛队

的运动员们，成为他们安心参与比赛、享

受亚残运会的坚实后盾。

除了各种工具的摩擦声，“谢谢”和

“Good”也经常出现在维修站里。在每个辅

具维修站都有一本工作日志，上面记录了

当天发生的重要工作内容，有时还会有运

动员在工作日志上写下自己的感谢。

记者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馆辅具维修

站采访时，刚好遇到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

运动员在填写维修申请

单。临走前，这名运动

员在申请单的背面写

道：“感谢杭州亚残运

会的维修站的工作人

员，你们的服务又快又

好，你们是最棒的。”

亚残运会赛场边上的特殊“医疗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记者 蒋雨彤

35 岁的晏晏是杭州亚残运会开幕

式暖场表演 《弯湾向阳花开》的演员之

一，这几天，她会自豪地跟朋友说，自

己站到了“大莲花”（即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 的舞台，被全世界看见。

这个 202秒的节目由杭州弯湾托管

中心的 25名年轻人和 4名志愿者老师共

同完成。弯湾是当地一家服务“心智障

碍群体”的机构，为“心青年”走进社

会提供支持。

在过去的 3个多月，晏晏和她的朋

友们克服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

排练，希望在开幕式上展示中国“心青

年”向上的努力，这也是他们与社会同

行的一个注脚。

亚运的梦想

《弯湾向阳花开》 是一场啦啦操表

演，整个表演中，29 名表演者一直带

着灿烂的笑容。虽然大莲花现场数万人

的观众还是让大家吓了一跳，但 00 后

心怡说，他们一点没出错，“练了很多

遍，我们成功了。”

表演结束，晏晏、心怡和同伴在后

台欢呼、跳跃、相互拥抱，现场的观众

也毫不吝啬自己的喜欢，掌声和欢呼声

一直延续到孩子们跑出场外。弯湾托管

中心创始人徐琴在朋友圈写道：“孩子

们，我以你们为傲！”。

2019 年杭州亚组委曾发起了“寻

找 2022 个亚运梦想”大型公益行动，

弯湾的梦想是组建一支啦啦队，为运

动员加油喝彩。这个项目最终入选了

2022个亚运梦想，“圆梦亚运·弯湾啦

啦队”成立了。 3 年来，由杭州市妇

女活动中心老师义务支持的啦啦操课

从未停过，成为 《弯湾大课表》 上的

固定项目。

8个月前，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

开闭幕式暖场节目开始遴选，徐琴又报

了名，但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

与即成功嘛。”

今年 2月 18日是遴选的日子，因为

是现场打分，徐琴担心落选会让大家受

挫，就“打预防针”说，“能上场就胜

利了，不要担心结果。”

没想到现场所有评委都给弯湾举牌

通过，啦啦操进入了开闭幕式的节目资

料库，孩子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站在舞

台一侧的徐琴热泪盈眶。9月中旬，弯

湾啦啦队正式被选入亚残运会开幕式暖

场节目名单。

享受人生中难得的大舞台

每天 4.5 小时的排练是国庆节期间

弯湾啦啦队的训练日常。令弯湾啦啦

队带队老师胡佳佳印象最深的是，孩

子们把每一场排练都当作正式演出，

拼尽全力。

白天在托管中心集中排练，晚上回

家爸妈陪着加练。就这样一个月过去，

啦啦队里的每个人都有了非常大的进

步。心怡是队伍里面变化最明显的一

个。这场集训下来，不光舞蹈动作更熟

练了，还足足瘦了 10 斤。回忆起那段艰

苦的训练，弯湾的年轻人脸上都挂满了笑

容，是对那段时光的美好的记忆。

第一次进入大莲花排练时出了问题，

换了场地，孩子们找不到点位了。有人提

议在表演中再增加几位志愿者老师做辅

助，徐琴拒绝了，“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可能跳出一个让人想象不到的舞蹈来。”

在徐琴看来，孩子们登上这个舞台，已经

实现梦想、已经成功了。

“我希望志愿者老师撤退，让孩子们

去享受这个人生当中难得的大舞台。”徐

琴对记者说，“哪怕跳得不好，让大家看

到他们后面是怎么弥补的。哪怕有一个倒

下了，掉队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掌声给那

个孩子。”

一起成长

回顾弯湾一路走过的历程，其实圆梦

之路，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

条路的起点，是一位母亲对其重度智障儿

子深深的母爱。

徐琴的儿子 18 个月时发生了一场

意外，智力遭到了损伤，成了一名重

度智障儿童。儿子从一家特殊教育学

校毕业后，徐琴意识到，“他只能回家

了”。于是徐琴召集了与儿子“同病相

怜”的孩子，聘请专业的辅导老师和阿

姨照顾他们。

2009 年，在一间租来的教室里，最

初的“弯湾”7 人小班成立了。“那时候

就是想给儿子找个玩伴。”徐琴说。2011
年，弯湾针对心智障碍青年生存及生涯

教育的需要，设置了生活课程、活动课

程、社会适应课程、康复训练课程，成

了浙江省内首家针对特殊儿童的学费、

托管费、餐费等全免的民办非营利培育

机构，专门接收从特教学校毕业的学生。

15 年的时间，已经有 50 位“心青

年”来到弯湾，他们在这里一起成长。

在弯湾，培训课程会发生在菜市场、

地铁站、商店、银行、书店等各种社会真

实场景中，且都会有相应的生活课程教

材，帮助同学们理解和学习。

“生活即教育。”徐琴对记者说，生活

课程培训是每位同学来到弯湾都要经历的

过程。

弯湾托管中心在推的另一个概念是

“就业即自信。”在徐琴看来，从特殊学校

毕业之后，孩子需要一份工作来融入这个

社会。因此，从 2014 年开始，弯湾托管

中心陆续开出了书店、小超市、洗车行等

就业实训点。“孩子们在这些地方既是得

到一份工作，能与他人交流，也是一种康

复训练。”胡佳佳说。

2019年，晏晏来到弯湾托管中心的小

超市上班。每天早上 8点半，晏晏都会准时

来到店里，理货、打包、收银，她样样精通，

老师都说她是弯湾的“社牛”。

心怡一来到弯湾，就被分配到洗车行

上班了。她很喜欢笑，说话的时候一两个

字地往外“蹦”。在洗车行，她主要负责

迎客、喷水和洗车情况的检车。

“洗一次车，我要洒两遍水，洗完我

要检查一下。”心怡努力地向记者说明她

的工作内容，说几个字，还要大笑一会

儿，害羞一会儿。看到一起干活的同事闲

了，她还会督促一下：“快去洗车。”

亚残运会开幕式的那天晚上，子怡守

在托管中心的茶饮铺，没有去大莲花观看

表演。“我不喜欢跳啦啦操，我喜欢待在

自己的‘猪圈’画画”，在子怡心里，自

己就是一头小猪。在弯湾托管中心，几乎

遍地都是子怡的图画作品，这些作品中，

大部分都是小猪。

来到弯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大家各司其职，相互帮助，把生活过得像

花儿一样。每天来到弯湾，胡佳佳感觉自

己整个人都被治愈了，“我的音调都变温

柔了，这真是一个汇聚爱的地方。”

帮助他们，减少帮助

从仅有 7个人的小班，到如今被 50位
“心青年”包围的托管中心，弯湾的故事

将继续上演，弯湾的心愿也在持续更新。

徐琴更喜欢用“弯”来称呼这些“心

青年”，“他们只是没有那么‘挺拔’。”在

她看来，弯湾是一个由爱汇聚而成的工

作、生活、学习的港湾。

在弯湾托管中心的宣传册上，写着这

样一句话：帮助他们，减少帮助。这是徐

琴最初的愿望，也是弯湾的初心。“我们

教会他一样技能，他就少了一件需要被帮

助才能完成的事。”徐琴说。

采访过程中，徐琴拿来弯湾的历代标

志给记者看。从弯湾的第一代标志到第二

代标志，小鸟是贯穿始终的元素，这与杭

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很有“缘分”。

“第一代标志是一只大鸟为小鸟提供

了港湾，他们向往蓝天白云；第二代标志

则是在不规则的自我空间里，一个小人牵

着一只翅膀张开的小鸟，一颗爱心与这个

空间似连非连，象征着这个社会的关爱无

非直接触及孩子的内心世界，需要弯湾的

帮助。”徐琴说。

“我想象的第三代标志可能什么都没

有了，因为鸟已经飞走了。”小鸟就是徐

琴眼中的“心青年”，她希望每一只小鸟

都能在弯湾起飞，飞向蓝天。

回忆起几天前的亚残运开幕式，徐

琴评价说，每个孩子都前进了不止一个

台阶。“他们就像‘飞飞’一样，飞进了

大莲花，要准备向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飞翔了。”

最近来托管中心参观的人很多，“猪

猪女孩”子怡创作的很多猪猪文创作品

都被买走了。记者来到茶饮铺时，顾客

并不多，子怡手拿画笔，正在环保袋上

进行创作，桌子上摆满了她的作品。能

清楚地看到，作品的内容，还是一头头

小猪。

10 月 25 日晚，弯湾啦啦队把 《弯湾

向阳花开》跳到了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的

蓝色舞台上。表演时，他们的动作更用

力，笑得更灿烂了，从他们的脸上，能看

到满满的希望与活力。

“圆梦了！这是一群人为另一群人过

上有尊严且有品质的美好生活，努力的结

果。”徐琴说。

弯湾“心青年”：在大莲花让世界看见

10月 22日晚，浙江杭州，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前，来自杭州市弯湾托管中心的心智障碍学生组成“圆梦亚运·弯湾拉拉

队”，表演拉拉操暖场节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10月 25日上午，浙江杭州，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站内，技师为一位运动员的轮

椅换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扫一扫 看视频

10月 25日晚，一名志愿者护送中国选手敖兰

珠进入赛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10月 24日晚，浙江杭州，萧山瓜沥文化体育中心，杭州亚残运会跆拳道比赛观众席，为参赛选手加油助

威的各国代表队相关人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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