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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

三秦大地又将迎来另一场体育盛会。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将于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在陕西举

行，共有来自全国的 4000 余名选手参加

本次残特奥会，其中残运会参赛运动员

3000 余名，特奥会参赛运动员 1000 余

名。

本届残特奥会共设 43 个大项、47

个分项、1723 个小项，其中陕西省承办

27 个大项、28 个分项、1442 个小项。陕

西省内共安排 22 个场馆设施，分布在西

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市、杨凌示

范区等 5 个市（区），其余 16 个大项、19

个分项、281 个小项由其他省市承办。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始于 1984 年，每

四年举办一届，为肢体残疾、视力残疾

和听力残疾的运动员提供展示自我的

舞台。参加残运会的运动员必须要经

过严格的医学功能分级，确定参赛级别

后才能获得参赛资格。

全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专为

智商 70 以下、年龄 8 周岁以上、在一年

内接受过 8 周以上特奥运动项目训练的

智力残疾儿童以及成人提供运动和比

赛的活动。首届全国特奥会于 1987 年

在深圳市举行。2013 年，全国残疾人运

动会和全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合并

为全国残运会暨特奥会。2015 年，四川

省举办了全国第九届残运会暨第六届

特奥会。2019 年，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

第七届特奥会在天津举行，首次实现全

国残运会暨特奥会与全国运动会在同

城举办。今年是全运会和残特奥会首

次在同年同地举办。

在 本 届 残 特 奥 会 正 式 开 幕 前 ，射

箭、跆拳道、轮椅击剑、皮划艇、射击（含

飞碟）、轮椅篮球和赛艇 7 个项目率先展

开争夺。跳、踢、挡、躲……在率先开赛

的残运会跆拳道女子 K44 级 58 公斤级

决赛中，来自山东队的“00 后”小将李羽

洁在赛场上将各种跆拳道技术动作展

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她以 24 比 0 大胜

湖南选手李婷，夺得该项目金牌。

2011 年，年仅 10 岁的李羽洁在一

次意外中失去了右手。怀着对体育的

热 爱 ，李 羽 洁 经 常 参 加 残 疾 人 体 育 比

赛。2016 年，她在一场残疾人田径比赛

中被跆拳道教练选中，从此与跆拳道结

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教练的精心指导以及自己的

刻苦训练，李羽洁的技战术水平得到飞

速 提 升 ，并 逐 渐 登 上 了 世 界 大 赛 的 舞

台。2019 年，她在世界残疾人跆拳道锦

标赛上获得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东

京残奥会上，李羽洁在跆拳道女子 K44

级 58 公斤级项目上收获了一枚铜牌，为

中国残奥跆拳道队夺得了历史上首枚

残奥会奖牌。参加东京残奥会的经历，

让李羽洁受益匪浅。从东京归来后，她

在残运会的舞台上展现出了更为强大

的实力，最终如愿拿到了这枚金牌。

实现全国残运会冠军梦，对于李羽

洁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提起今后的

目标，她表示：“接下来我要全力备战

2022 年亚洲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以及

世 界 残 疾 人 跆 拳 道 锦 标 赛 ，争 取 拿 到

2024 年巴黎残奥会的参赛资格，并站上

最高领奖台。”

和李羽洁一样如愿加冕残运会冠

军的，还有主场作战的女子划艇运动员

任文娟。

在 10 月 12 日率先进行的女子 200

米单人划艇 VL1 级的比赛中，位于第 3

道的陕西选手任文娟在半程过后就取

得了绝对的领先优势，但她毫不松懈，

仍在不断地加快划桨频率。最终，她划

出了 1 分 20 秒 378，以领先第 2 名近 7 秒

的优势获得了该级别的冠军，这也是她

在本届残运会划艇比赛中获得的第 2 枚

金牌。

陕 西 省 残 疾 人 皮 划 艇 队 成 立 于

2020 年 1 月 ，考 虑 到 皮 划 艇 是 水 上 运

动，队里的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游泳队

中挑选而来。和大多数队友不同，任文

娟原本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因为对于皮

划艇项目的热爱，她主动请缨参加新成

立的陕西省残疾人皮划艇队。刚刚接

触皮划艇运动的时候，力量上的欠缺让

任文娟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残

运会金牌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走 下 领 奖 台 ，任 文 娟 感 叹 道 ：“ 我

是因为意外才导致残疾的。那时我很

自卑，但是体育让我找回自信，皮划艇

让 我 找 到 了 快 乐 ，我 感 到 最 初 的 我 又

回来了。”

纵然身有残疾，但残特奥运动员们

仍在赛场上尽力拼搏、挥洒汗水、活力

四射。每一个成绩的背后，他们都付出

了异于常人数倍、难以想象的努力。他

们展现了“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的

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残特奥会的舞

台，将秉承着“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

文明社会残疾人观，弘扬顽强拼搏、奋

勇争先的残疾人体育精神，彰显自强自

立、乐观向上的残疾人精神风貌，展示

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新发展和民生

事业的新成就。

上图：李羽洁（右）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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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从这里扬帆远航
■秋 锦 本报记者 马 晶

“体育，它不仅仅改变了我的生

活，它就是我的生活。”

体育对于残疾人的意义，不仅在

于能让他们提升自信，还能让他们冲

破藩篱，打破健全人与残障人之间的

壁垒，提高社会的包容度并获得社会

的认同感——而后者更为重要。

恰如陕西轮椅篮球队的六届残运

会元老范全喜所言：“没有人愿意被遗

忘。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不少残疾

人同伴，通过参与体育运动，一步步从

自己封闭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在各个

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社 会 从 来 不 缺 少 对 残 疾 人 的 同

情，以及对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关爱。

然而，不论是天生或幼年便已致残的

人们，还是后天遭遇意外而出现残障

的人群，在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如

何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

则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体育，是最容易被想到的方式。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体育可以从很多

层面去影响和激励他们的生活。在残

运会的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带给我

们的将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和震

撼，更是一笔精神上的宝贵财富——

他们用美丽的心灵修复着残缺的肢

体，用健康乐观的心态和不断超越自

我的体育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人。

而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参加

残运会不仅仅是一次冲击好成绩的

机会，更是他们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

要展示舞台。他们希望通过在赛场上

的忘我拼搏来超越身体的缺陷，挑战

自我、突破极限，用实际行动去诠释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格言。因此，残运会和特奥会的

举办，承载着全国残疾人平等、参与、

共享、融合的梦想。

本届残特奥会是陕西首次承办的

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

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举办残

运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是展现残疾人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奋

勇争先、挑战极限的舞台。正如本届

残运会的主题口号“点亮梦想 为爱起

航”一样，残运会不仅要体现全社会对

于残疾人的关爱，更要展现残疾人运

动员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

貌，凸显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

品质。

因此，本届残运会将成为一个重

要的契机，充分展示我国残疾人体育

事业的新发展和民生事业的新成就，

并激励全社会去营造一个关爱残疾人

的友善氛围，彰显出生命的平等与融

合。

残运会期间，期待能有更多的观

众走进赛场，去观看比赛并为他们加

油助威。我坚信，运动健儿们在残运

赛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

精神一定会激励到你我。或许，诚如

网友所言，只有在逆境中奋发图强并

最终走出来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生活

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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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残运会和特奥会还没有正式

开 赛 ，但 部 分 项 目 的 赛 事 已 在 前 期 展

开，轮椅篮球就是其中之一。

轮椅篮球起源于 1946 年。当时，为

了帮助二战期间大量残疾老兵进行身

体康复，在英国政府资助下，路德维希·

古特曼爵士在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创

建了一个脊髓损伤康复中心，并开始大

力推行轮椅篮球运动。1960 年，在第一

届罗马残奥会中，轮椅篮球被列为残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也是残奥会最受观众

欢迎和喜爱的比赛项目之一。

1984 年，轮椅篮球运动正式被引进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正逐渐

成为广受中国残疾人喜爱的体育项目。

轮椅篮球，最大的特征就是运动员是坐

着轮椅在篮球场上进行运球、拼抢、防

守、投篮等。除了部分特殊规则外，轮椅

篮球与篮球从场地到规则基本相同，不

同的是每一名轮椅篮球运动员都有自己

的医学分级分。比赛中，上场的 5 名运

动员的医学分级总分不得超过 14分。

由于残疾程度的不同，运动员在投

篮、传球、抢篮板、带球、移动轮椅时躯

干的活动能力被分为 1 分、1.5 分、2 分、

2.5 分、3 分、3.5 分、4 分、4.5 分。其中 1

分、1.5 分属于运动功能较低、残疾程度

较重的球员，3.5 分、4 分、4.5 分属于运

动功能较强、残疾程度较轻的球员。

轮椅篮球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助力运动员的身体康复、心理康复以及

帮助他们从病痛的折磨中走出来，回归

社会和家庭。这是轮椅篮球运动的初

心和本源，也是国际轮椅篮球联合会始

终坚持 14 分的分级体系的原因：通过控

制总分，可以让重残运动员和轻残运动

员都能获得上场机会，都能通过轮椅篮

球的训练和比赛获得精神上和身体上

的益处。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

会轮椅篮球赛于 10 月 12 日至 19 日在陕

西西安经开区城市运动公园体育馆举

行，共有来自全国的 18 支队伍的 190 余

名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示他们的风采。在

本届残运会上，轮椅篮球男子组有 10 支

队伍参赛，女子组有 8支队伍参赛。

近年来，中国轮椅篮球运动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在

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上，一路过关斩

将跻身决赛，斩获一枚宝贵的银牌，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中国男子轮椅篮球

队曾在 2010 年获得亚残运会银牌的好

成绩。在国内赛场上，北京队、辽宁队、

广 东 队、陕 西 队 等 队 伍 实 力 要 高 出 一

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群 雄 逐 鹿 ，冠 军 奖 杯 究 竟 花 落 谁

家？经过 8 天的激烈比拼，57 场比赛的

对决后，女子组率先产生冠军。在半决

赛中，北京队以 65 比 30 战胜广西队，率

先挺进轮椅篮球女子组的决赛。在另外

一场半决赛中，广东队以 54比 34战胜云

南队，与北京队会师决赛。最终，广东队

以 45比 24战胜北京队，获得本届残特奥

会轮椅篮球女子组的冠军。轮椅篮球男

子组的决赛同样在北京队与广东队之间

进行。经过激烈争夺，广东队以 68比 60

险胜北京队，将本届残特奥会轮椅篮球

男子组的金牌收入囊中。

在轮椅篮球的比赛场上，运动员在

进攻或防守时轮椅被撞翻是不可避免

的，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会自己迅速

爬起奋力投入到下一次拼抢中。他们

的拼搏精神完全配得上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一场 40 分钟的比赛下来，尽管

大家大汗淋漓十分疲惫，但很多运动员

的脸上都带着微笑。轮椅篮球，对残疾

人运动员的意义不言而喻，有时候甚至

会超越这项运动的本身。

上图：10月 17日，在全国第十一届

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女子轮椅篮球

半决赛中，北京队球员代佳梦（前中）在

比赛中投篮。 新华社发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轮椅篮球比赛落下帷幕—

轮 椅 上 的 篮 球 梦
■马 雄 达瓦次仁

在观看残特奥会时，对于观众而言

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虽然竞技项目与

全运会相同，但一些项目的比赛场地却

大有区别，如坐式排球、盲人足球、轮椅

击剑台、田径项目中的沙坑等。

当然，也有一些残特奥会的竞技项

目对比赛场地没有特殊的需要，可以与

全运会使用一样的场地，如游泳、乒乓

球、羽毛球、射击、射箭等。

除了比赛场地上的变化，残特奥会

的竞技项目相比全运会在规则上也会有

所变化。在集体项目的比赛时间上，残

疾人集体项目的比赛时间会略少于健全

人集体项目。此外，残特奥会运动员的

分组十分精细，各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在

性别、年龄分组的基础上，还会按照经过

医学分级后确定的运动能力被分成若干

小组，以最大限度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在残特奥会上，还有一类特殊的人

群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竞赛辅助人

员。在田径、硬地滚球、自行车、盲人足

球、赛艇等项目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竞赛辅助人员一般为健全人，可以

帮助残特奥运动员更加安全地完成竞

赛，如盲人田径运动员需要领跑员、盲

人自行车运动员需要领骑员。在游泳

项目中，竞赛辅助人员还会为肢体有残

疾的运动员在出发时提供帮助。此外，

盲人足球项目中的守门员和赛艇项目

中的舵手通常也由健全人担任，成为残

疾人运动员的融合伙伴。

除了不同于全运会的比赛特点，残

特奥会还实现了赛会的特殊保障需求。

残 特 奥 会 的 场 馆 在 赛 场 、颁 奖 通

道和主席台都能满足无障碍需求。在

服务涉及轮椅的轮椅篮球、轮椅击剑、

轮椅竞速、轮椅网球、轮椅羽毛球等项

目 时 ，交 通 运 输 车 辆 具 备 轮 椅 升 降 功

能。考虑到残疾人运动员会对轮椅等

辅 助 器 具 有 维 修 需 求 ，在 田 径 、游 泳 、

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网球、自行车、

羽毛球等项目的比赛场地重点配置了

轮 椅 义 肢 维 修 站 ，保 证 运 动 员 能 够 在

残特奥会期间安全、顺利地完成比赛。

残特奥会赛事的特点
■朱玉成 韩鑫宇

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

届特奥会的运动员按照残疾类别可分

为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

力残疾 4 类。

残 特 奥 会 的 运 动 项 目 分 类 很 细 。

根据残特奥会的分类标准，运动员的运

动级别一般以英文字母加上数字的形

式组成。英文字母代表比赛的项目，例

如 F 级为田赛、T 级为径赛、S 级代表游

泳大项，其中 S 级包括自由泳、仰泳和蝶

泳 3 个小项，SB 级代表蛙泳项目，SM 级

则代表混合泳项目。

在 字 母 后 面 ，一 般 用 个 位 数 或 两

位数表示运动员的参赛级别。级别为

个 位 数 时 ，数 字 越 大 代 表 运 动 员 的 残

疾 程 度 越 轻 ，数 字 越 小 代 表 运 动 员 的

残 疾 程 度 越 重 ；如 果 级 别 用 两 位 数 表

示，则十位数代表运动员的残疾类型，

个 位 数 代 表 运 动 员 的 残 疾 程 度 ，个 位

数字越大，则运动员的残疾程度越轻，

个 位 数 字 越 小 ，代 表 运 动 员 的 残 疾 程

度越重。

以田径项目运动员的残疾类型为

例。双位数字中的十位数值代表运动

员 的 残 疾 类 别 ，“1”字 代 表 视 障 类 别 、

“2”字代表智障类别、“3”字代表脑瘫、

大脑麻痹或后天性脑损伤类别、“4”字

代表截肢及身材矮小的类别，“5”字代

表脊髓损伤及部分轮椅组的类别。

双位数字中的个位数值则代表运

动员于残疾类别中的级别。例如在视

力残障类别中，11 级为全盲或接近全盲

的运动员；而 13 级为符合最低视力残障

标准的运动员。在 11 级的比赛中，运动

员需要戴上眼罩并配有领跑员。在径

赛中，51 到 52 级的选手通常上肢及下肢

的活动能力都受到限制，而 54 级的选手

的部分身躯及大腿则有较高的活动能

力。在田赛中，51 到 54 级的选手没有身

躯及下肢的控制能力，通常 54 级的选手

的上肢活动正常。

为保证比赛中尽可能公平、公正、

安全，组委会要在比赛前 4 天完成对参

赛运动员的残疾情况和运动能力的评

价，将残疾程度或运动能力差不多的运

动员尽可能分在一起。

残特奥会项目如何分类
■宋国龙 丁敬值

残运小知识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的吉祥物名为“安安”，取意唐代

打马球俑，整体造型突显唐俑特色，体

现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盛唐开

放包容的气象。黄色丝绸飘带代表丝

路起点迎盛会，三秦儿女喜庆盛会。

吉祥物“安安”面带笑容，点赞致

意，展示出残疾人乐观向上、自强不息

的精神风貌，寓意着中华民族迈入新

时代，奋进新征程。

（朱 佗整理）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会徽取

象自传统“太和”思想，蕴含中华民族“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精神内核。会徽整体取形为圆，与十四

运会“礼天玉璧”的会徽相呼应，寓意和合天下、万

物相谐的盛世景象，传递“两个全运，同样圆满”的

美好祈愿。

会徽主要由左右两部分构成，左侧是追赶超越的

征途，寓意残疾人运动员将坚强意志化为梦想的翅

膀，实现人生腾飞。右侧为运动员转动着轮椅奋力冲

刺，彰显残疾人自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精神，充分体现

残疾人事业“平等、参与、共享”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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