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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籁般的《雪花》歌声中，“北京

2022”字样的绚烂焰火在鸟巢上空粲然

绽放。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正式落下

帷幕。

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

会，闪耀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生命之

光，传递团结与友谊的希望火种，在世

界冬残奥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双奥之城”的荣光，在北京冬残奥

会闭幕的时刻，再次闪耀。

18 金 20 银 23 铜，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本届冬残奥会上共斩获 61 枚奖牌，位

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践行了“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的誓言，实现了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书写了中国残疾人

冬季运动的新篇章，为祖国和人民赢得

了荣誉。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实现了几大突破——

一是全项参赛、全面进步。中国体

育代表团参加了轮椅冰壶、残奥冰球、

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越

野滑雪和残奥冬季两项全部 6 个大项、

73 个小项的角逐。这是中国队参加冬

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

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

二 是 雪 上 项 目 取 得 历 史 性 突 破 。

本届赛事之前，中国运动员从未在冬残

奥会雪上项目上获得过奖牌，最好名次

为第四名。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残

奥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

季两项四个大项均获得金牌，雪上项目

队共夺得 17 金 20 银 22 铜，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三是冰上项目全面进入世界强队

行列。轮椅冰壶队曾在平昌冬残奥会

夺冠，这次连克强队、成功卫冕。残奥

冰球项目于 2016 年在我国从“零”起步，

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在本届冬残奥会上

小组赛取得全胜，最终收获一枚宝贵的

铜牌。

四是年轻的中国军团朝气蓬勃。中

国体育代表团中有 85 名运动员为首次

参加冬残奥会，占 88.5%，平均年龄 25

岁。代表团开幕式旗手、未满 18 岁的河

北张家口运动员郭雨洁在残奥冬季两项

女子短距离站姿组比赛中成功夺金；残

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3月 9日刚满

20岁，取得 2金 3银的好成绩；纪立家、王

鹏耀、朱永钢、张义琦平均年龄 19 岁，分

列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冠

亚季殿军，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上 ，中 国 运 动 员 在

赛 场 上 展 现 了 拼 搏 精 神 和 顽 强 意 志 ，

不畏强手，奋勇争先，为国争光，体现

了 强 烈 的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阐 释 着“ 勇

气、毅力、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他们克服困难、超越自我的精彩时刻，

值得所有人为他们鼓掌。失去右腿的

高山滑雪运动员刘思彤说：“每次进入

出发台，我都是带着梦想滑下来的！”

两臂空荡的孙鸿胜冲下高山，用 22 年

与 命 运 的 顽 强 抗 争 证 明 ：你 行 ，我 也

行！残奥冰球决赛资格赛战胜捷克队

后 ，中 国 队 队 长 崔 玉 涛 主 动 上 前 安 慰

对手、拥抱对手，这一暖心举动感染了

所有现场观众。

从轮椅冰壶一枝独秀到残奥冰雪

运动全面开花，离不开我国为提高残疾

人体育事业所提供的全力保障。国家

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不仅为残

疾人运动员提供了高标准的比赛训练

环境，而且将对残疾人实际需求的考虑

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备受残疾人运动员

好评。

深耕沃土，必有繁花。中国残疾人

体育事业已走进新的春天，未来还将迎

来更绚丽的绽放。

让爱在温暖中永恒。在微笑、不舍

与 祝 福 中 ，让 我 们 一 起 怀 抱 感 动 与 温

暖，向着未来再出发。

上图：3 月 13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

残 奥 会 闭 幕 式 在 北 京 国 家 体 育 场 举

行。 新华社发

让爱在温暖中永恒
■本报记者 仇建辉 马 晶

聚 议 厅

中国轮椅冰壶队，向来是中国残疾

人冰雪运动的荣耀之师。在 2018 年平

昌冬残奥会上，他们一举夺魁，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冬残奥会奖牌和金

牌零的突破。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冰壶

队可以说是“低开高走”，循环赛前两场

相继负于加拿大队和瑞典队，让冰迷们

捏了一把汗。两连败后，中国队员们重

新调整了状态和战术，信心开始稳步提

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越战越勇，斩获

了 十 连 胜 ，成 功 卫 冕 。 特 别 是 在 决 赛

中，中国轮椅冰壶队发挥十分稳定，一

扫循环赛阶段输给对手的阴霾。他们

在第七局拿下 3 分，以 8 比 3 大比分领先

后，迫使瑞典队提前认输。

“平昌冬残奥会跟这次不太一样，当

时我们还没有冠军，是抱着主动进攻的心

态。这次是守，但我们也没有多想，把过

程做好了，结果应该也不会差。这枚金

牌，也说明我们过程做得很好。”队长王海

涛说。

出色成绩的背后，离不开队员们多

年的努力和坚持。“平昌夺冠已成历史，

从零开始奔向北京。”在北京顺义的国家

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冰壶馆中，

这条标语显得格外醒目。中国轮椅冰壶

队的队员们每天都在这条横幅下训练。

从 队 伍 成 立 初 期 不 知 道 如 何 训

练 ，到 慢 慢 摸 索 出 适 合 自 己 的 训 练 方

法；从蹭场地训练，到拥有专业的冰壶

场 地 …… 随 着 队 伍 的 不 断 发 展 ，队 员

们的水平和能力也渐入佳境。

作为队长，王海涛是中国轮椅冰壶

队的老队员。2008 年，轮椅冰壶运动刚

刚在中国起步，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当

时队员们住在 5 楼，没有电梯，由于行动

不 便 ，每 天 教 练 都 要 抱 着 我 们 上 下 楼

梯。”王海涛回忆道。

冰面寒冷、久坐不动、近 40 斤的冰

壶、每天数小时训练……这些是轮椅冰

壶运动员要面对的现实困难。

今年 29 岁的闫卓，是队伍里唯一的

女选手。2016 年，作为轮椅射箭运动员

的她改练轮椅冰壶，并很快成为队中主

力。去年 10 月，闫卓和队友们在“冰立

方”夺得世锦赛冠军。这次能在“冰立

方”收获北京冬残奥会金牌，她直言自

己特别幸福。“这次有这么多的观众在

现场为我们加油，特别开心。赛前，教

练给我们唱歌缓解压力，大家上场后都

非常兴奋，失误了也不会低沉，我非常

相信队友。”

首次参加冬残奥会的张明亮同样表

现不俗。他和队友在比赛中配合默契，

全力以赴。决赛第五局，张明亮将瑞典

队在大本营中心的一颗壶成功清障，从

而开启了中国队扭转被动局面的旅程。

赛后，他表示：“能让五星红旗在赛场上

高高飘扬，特别激动。能在家门口参加

冬残奥会，我要感谢很多人。能拿到这

枚金牌，我感到特别荣幸和自豪。”

“90 后”选手陈建新，是本届冬残奥

会 中 国 轮 椅 冰 壶 队 中 年 龄 最 小 的 一

位。2014 年，他从轮椅击剑转项轮椅冰

壶。“我车祸之后，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

信 心 ，轮 椅 冰 壶 让 我 对 生 活 充 满 了 希

望。”陈建新说。

平昌冬残奥会，中国轮椅冰壶队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金牌与奖牌零的

突破。北京冬残奥会，中国轮椅冰壶队

成功卫冕也必将激励更多残疾人参与

到体育运动中来。“我们 5 个人可以做

到，大家都可以做到，希望更多残疾人

朋友们可以走出来面对社会，不断挑战

和战胜自己。”这是中国轮椅冰壶队队

员们的共同心声。

上图：3 月 12 日，在北京国家游泳

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残

奥会轮椅冰壶金牌赛中，中国队以 8 比

3战胜瑞典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荣 耀 之 师 的 胜 战 密 码
■本报记者 马 晶

3月 13日，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

上，杨洪琼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杨洪琼是谁？

关注北京冬残奥会的体育迷，对

于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她在本届冬

残奥会上包揽了越野滑雪女子短距离

坐姿组、中距离坐姿组、长距离坐姿组

3 枚金牌，是本届冬残奥会越野滑雪

赛场摘金最多的运动员。

在一个项目上，包揽 3 枚金牌，杨

洪琼展现出超群的实力。尽管她在赛

后笑称，拿到 3 枚金牌有些意外，但所

有 人 都 清 楚 ，幸 运 只 会 眷 顾 努 力 的

人。“要说我的感受，那就是不管做什

么事，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而且

不要怀疑自己。”杨洪琼认为自己成功

的关键就是，永远相信自己。

1989 年出生的杨洪琼，一次和小

伙伴玩耍时，失足从山上掉了下来，

背部摔到了一块石头上，导致胸腰椎

骨折。

刚受伤的那几年，杨洪琼每天把

自己关在家里，基本不与外人接触。

家里来了亲戚，她也是一个人躲在房

间里不出来。“是运动，给我的生活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洪琼说。

最开始成为运动员时，杨洪琼练

习的是轮椅篮球。2018 年，她跨项成

为了一名越野滑雪运动员。刚开始接

触滑雪，因为上肢力量薄弱，杨洪琼摔

倒过无数次。一次上坡时，杨洪琼双

手使劲一撑，因为力量不够，连人带椅

朝后翻了过去，两只手都磕破了。类

似的事情在训练中还发生过很多次，

杨洪琼笑称：“我是队里摔跤最多的。”

一 次 次 摔 倒 ，并 没 有 吓 退 杨 洪

琼。“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她越战越勇，

最终站到了残奥会赛场上，拿到了 3

枚金牌，为国争了光。

颁奖仪式上，三金在握，杨洪琼笑

靥如花。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她坦

言每一步都不容易，“我的 3 枚金牌都

是摔出来的”。言语间，她不时用手摸

一下怀里的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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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冬季两

项男子 6 公里坐姿组比赛中，中国选

手刘子旭以 18 分 51 秒 5 的成绩收获

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北京

冬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他的队友刘

梦涛摘得铜牌。

今年 24 岁的刘子旭，在年少时因

车祸致残。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

让他失去了人生方向，但他并未就此

消沉下去。2013 年，他被陕西省残联

射箭队选中，成为了一名轮椅射箭运

动员。“这次机会来之不易，让我重燃

斗志，也是我运动生涯的开始。”刘子

旭说。

在家人和教练、队友的鼓励下，刻

苦 训 练 的 刘 子 旭 很 快 崭 露 头 角 ，在

2015年全国残特奥会和 2017年残疾人

射箭世锦赛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世锦赛结束后，刘子旭得知国家残

疾人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集训队正选

拔运动员。抱着对滑雪运动的向往，凭

借从事射箭运动的功底，他顺利通过选

拔，“跨界”成为了一名滑雪运动员。

转换，在运动员尤其是残疾人运

动员中并不鲜见。但是从夏季运动转

向冬季运动，自然要付出更多辛劳与

汗水。越野滑雪，是冰雪运动中对体

能要求很高的项目。面对恶劣天气环

境和高强度的训练负荷，能吃苦的刘

子旭凭借顽强的意志扛了下来。在

2021 年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越野滑

雪和冬季两项比赛中，刘子旭在冬季

两项男子短、中、长距离坐姿组比赛中

斩获三枚银牌。

北京冬残奥会上，刘子旭参加了

越 野 滑 雪 和 冬 季 两 项 4 个 项 目 的 比

拼。除了在冬季两项男子 6 公里坐姿

组收获一枚金牌外，他还在冬季两项

男子 12.5 公里坐姿组的比拼中摘得一

枚铜牌。1 金 1 铜，是对刘子旭过去五

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馈。

“冬季两项是一项动静结合的运

动，我觉得无论是滑雪还是射击，其实

都不容易。尤其要在这么冷的天气中

比赛，运动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冬残

奥会作为残疾人运动的最高舞台，对于

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

个为国争光的机会。”刘子旭说。

1金 1铜，是刘子旭五年辛勤付出的生动
见证—

驰骋冰雪之路
■杨 阳 王浩璎

随着一个红色的身影快速滑过终

点拱门，现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倒数

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张梦秋在北京

冬残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回转站姿组比

赛中，以 1 分 37 秒 40 的总成绩顺利完

赛，超越了之前出场的所有选手。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瑞典选手奥尔

舍，她的表现将决定张梦秋奖牌的颜

色。最终，她以 1 分 31 秒 76 的成绩完

成比赛，锁定金牌。张梦秋拿到一枚

宝贵的银牌，这也是张梦秋在本届冬

残奥会上斩获的第 5 枚奖牌。

在本届冬残奥会之前，中国体育

代表团还未在残奥高山滑雪项目取得

过奖牌，因此张梦秋每次站上领奖台，

都是重要突破。

北京冬残奥赛场上，20 岁小将张

梦秋五次登上领奖台。她在高山滑雪

女子超级大回转站姿组和高山滑雪女

子大回转站姿组比赛中摘下金牌，并

在高山滑雪女子回转站姿组、高山滑

雪女子滑降站姿组和高山滑雪女子全

能站姿组比赛中斩获银牌。

张梦秋 2002 年出生于河北省衡

水市景县。因患小儿脑性瘫痪导致

身 体 具 有 一 定 的 运 动 功 能 障 碍 ，但

这 并 没 有 影 响 她 精 彩 的 运 动 人 生 。

14 岁时，她被河北省残联选中，成为

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刚到队里的

时候，一次完成体能训练后，我的双

腿已经疼到走不了路了。那时我想

到 过 放 弃 ，在 家 哪 受 过 这 样 的 苦

呢？”张梦秋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

眼含热泪。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后，她慢慢掌握了一些技巧，也

越滑越好了，从训练中找到了滑雪的

乐趣。在 2018 年残疾人全国高山滑

雪锦标赛上，张梦秋崭露头角，拿下一

银一铜顺利入选国家队，也由此打开

了她通向国际赛场的道路。从 2018

年到 2021 年，她跟随国家队到世界各

地参加比赛，在欧洲杯和世界杯比赛

中，张梦秋积累了大赛经验，技术能力

和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2020 年，她在瑞士勇夺残疾人高

山滑雪世界杯金牌，这也是中国选手

第一次站上高山滑雪世界杯的最高领

奖台。

梦想点燃希望，奋斗成就未来。

谈及高山滑雪给她带来了什么，张梦

秋不假思索地说：“高山滑雪让我变得

更自信了，身体也变得更好了，同时也

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北京冬残奥

会上，张梦秋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向

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风

采。未来，期待张梦秋带着自信和梦

想，走向更加熠熠生辉的远方。

斩获2金 3银，张梦秋5次站上领奖台—

梦想点燃希望
■唐文星 杨成涛

体坛聚焦

E-mail:jbtycoo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