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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冬残奥运动员书写动人篇章

超越自我 腾飞梦想
本报记者 刘 峣

4年前，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
奥会上实现了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
突破”。4 年后的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
冬残奥运动员连创佳绩，以“让人目不
暇接”的夺牌速度喜提“金容融”，在多
个赛场实现新突破。

用拼搏实现梦想，用坚持定义可
能，冬残奥运动员在冰雪赛场上书写着
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

生活不会辜负坚持的自己

3 月 5 日举行的残奥冬季两项比赛
中，中国队不仅收获了 2 金 1 银 2 铜，还
由刘子旭摘得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残奥
会的首枚金牌。

在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 （坐姿） 比
赛中，24 岁的刘子旭依靠稳健的滑行和
两轮射击零脱靶的出色表现，以 18 分 51
秒5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中国残疾人运
动员获得的冬残奥会首枚雪上项目金牌
和首枚个人项目金牌。另一位中国队运
动员刘梦涛获得铜牌。

刘子旭说，自己在比赛中把正常水
平发挥了出来，能够创造历史非常激
动，“虽然这一路充满艰辛，但挫折和磨
炼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2008 年，刘子旭因车祸单侧下肢截
肢，是体育让他重燃生活的斗志，找到
了人生的方向。2013 年，刘子旭开始练
习射箭；2017 年，他加入了中国残疾人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国家集训队，投身
残疾人冰雪项目。

训练的高强度让刘子旭经历了极大
的身体和心理考验。刚入队时，他的身
体条件较差，要想比别人快，就要付出
更艰辛的努力。刘子旭记得，自己在风
雪中摔倒再爬起来，双手冻僵仍然坚持
滑行，目标就是勇往直前，直到站上
顶峰。

在摸爬滚打中提升、进步，终于登
上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刘子旭感
慨：“生活不会辜负努力坚持的自己。”
接下来，他还将征战中距离和长距离项
目。刘子旭说，后面的比赛中会尽力发
挥出自己的水平。

在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 （站姿） 比
赛中，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郭雨洁夺
得冠军，赵志清获得铜牌；单怡霖在女
子短距离 （坐姿） 中摘得一枚银牌。

马上就满 18 岁的郭雨洁，在 2015 年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得
到了练习滑雪的机会。“这几年我只想着
好好训练，没比过几次世界大赛，也不
知道和世界一流选手水平差多少。”她

说，参加北京冬残奥会，自己原本的目
标就是平平安安完赛，能进前三就挺
好，没想到一下子就拿了第一。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姑娘到中国代表
团旗手，再到冬残奥会金牌获得者，郭
雨洁用拼搏和努力为自己送上了最好的
成人礼物。这枚宝贵的金牌，也将永远
地留在中国冬残奥参赛的历史上——这
是中国首枚冬残奥会女子个人项目金
牌、首枚女子雪上项目金牌。

人生能有几回搏

开赛3天，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见证了
中国高山滑雪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时刻——
朱大庆夺得首枚奖牌、张梦秋摘得首枚
金牌……中国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在

“雪飞燕”中展示了超越极限、奋勇争先
的风采。

在女子超级大回转站姿组别和女子
滑降站姿组别，中国选手张梦秋收获1金
1 银。这名“00 后”选手在 14 岁时被河
北省残联选中，成为一名高山滑雪运动
员。本届冬残奥会，她参加高山滑雪5个
小项的比赛，堪称全能。

作为冬残奥会的基础大项，残奥高
山滑雪项目的竞技性和观赏性很强，运
动员在雪道上的最快时速可超过 100 公
里，对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
极大的考验。张梦秋说，刚开始练习高
山滑雪时，练完体能后双腿疼得走不了
路，一度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是看到每
天努力的队友，张梦秋选择了坚持。

“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不搏何时
搏——这句话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张
梦秋说。

拼搏，是冬残奥会赛场的主题词。
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站姿组别比
赛中，中国选手梁景怡排在 40 多名选手
中的第一个出场，甫一亮相便一鸣惊
人，滑出最快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梁景怡说，他曾在训练中摔伤锁
骨，父母本想让他放弃，但热爱滑雪的
自己决定继续留在赛场上。

“高山滑雪运动给我带来了快乐。教
练常说，要快乐滑雪、开心滑雪，我会
继 续 享 受 比 赛 和 滑 雪 的 魅 力 。” 梁 景
怡说。

在女子滑降视障组别和女子超级大
回转视障组别比赛中，中国选手朱大庆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在练习冰雪项目
前，朱大庆曾是一名残疾人田径运动
员，原本有机会参加 2008 年北京残奥
会，却因伤错过了梦想的舞台。幸运的
是，家门口的冬残奥会又一次点燃了心

中的希望。
“面对困难比面对遗憾简单。”朱大

庆说，“只要把所有的困难都简单化，什
么样的‘沼泽’都可以蹚过去。”

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申办与筹办
后，张梦秋得到了很多出国训练、比赛
的机会。“在新西兰，我看到了国外的雪
道和国内的不同之处，积累了一些比赛
经验，后来还去欧洲参加了欧洲杯和世
界杯比赛。”她说。

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领队王响平
表示，这批运动员之所以能迅速提升竞
技水平，离不开国家队从选材到日常队
伍管理的体制机制保障，离不开高水平
雪场的场地设施保障，更离不开中国运
动员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感受冬残奥，一起被激励

在本届冬残奥会之前，中国队在冬残
奥会个人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是第四名——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郑鹏在越野滑
雪男子坐姿 15 公里比赛中拿到了这个最
接近领奖台的成绩。

4年后，再次登上冬残奥会舞台的郑
鹏在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 （坐姿） 项目
中一举夺魁，为中国队赢得了第一枚冬
残奥会越野滑雪项目金牌。

郑鹏说，这次夺冠弥补了4年前的遗
憾。在平昌，他曾立下站上北京冬残奥
会领奖台的目标。“4 年来，我按照教练
的系统训练计划提高体能，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体能分配方式。”郑鹏说，“今天
在赛场上，我把这几年的训练水平都发
挥出来了。”

今年 29 岁的郑鹏说，在冬残奥备战
过程中，坚持是最重要的品质。“有一段
时间感觉自己的训练水平没有提升，有
点焦虑。我心里就想着一定要坚持，别
放弃。”他说。

在当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毛忠武
和杜天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在郑
鹏看来，这一枚金牌是团队的胜利。队
友之间相互进步、相互扶持，给予了彼
此心理上的支撑。

本届冬残奥会上，中国冬残奥运动
员和各代表团选手一起，创造了许多超
越极限、实现梦想的瞬间，让观众为之
感动和震撼。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严家蓉表示，残疾人运动员通过努力和
意志将难以想象的体育成就变成现实，
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对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巨大的鼓舞。

“让我们都来看比赛——感受冬残
奥、一起被激励！”严家蓉说。

汗水见证荣耀
孙亚慧

在全场“冠军加油”的欢呼声中，
郭雨洁越滑越快，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
线。她与队友紧紧拥抱，尽情享受着胜
利的喜悦。

3 月 5 日，北京冬残奥会首个比赛
日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郭雨
洁在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 （站姿）
比赛中摘得金牌！这个接受专业滑雪训
练不到 7年的姑娘，拿到了中国首枚冬
残奥会女子个人项目金牌，也是第一枚
女子雪上项目金牌。

虽然左手先天性残疾，但郭雨洁从
小就展示出极强的运动天分。成为滑雪
运动员的几年来，她遭遇过伤病又顽强
复出，最终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
台。如同这个赛场上一个又一个同命运
不屈抗争的身影一样，每一位征战冬残
奥会的运动员，都拥有震撼人心的动人
诗篇。

拼搏与友谊，坚强与超越，这是冬

残奥会上奏响的不朽乐章。同样是在 3
月5日，残奥高山滑雪赛场上，在女子滑
降（坐姿）比赛中摘得铜牌的中国选手刘
思彤与法国选手热情互动，一起庆祝胜
利。“雪飞燕”见证着这段深厚友谊，也
记录下了冬残奥运动员们的温暖时刻。

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运动健儿
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拼搏闪烁着耀眼
光芒；在场下，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期待
与追求同样令人动容。这场体育盛会不
仅是残疾人运动员的舞台，也是全世界
残疾人交流和共享的盛会。而旨在“通
过残奥运动，构建包容性世界”的愿
景，也是全世界的共同期盼。目前，残
疾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体育运动
对残疾人康复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
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共同迈向平等与
包容的美好未来。

从1976年的瑞典恩舍尔兹维克，到
今天的北京，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运动员

通过参加冬残奥会来实现梦想，也在不
断激励着世界范围内更多残疾人拥抱体
育，让生命之花绽放得更加灿烂。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生命之歌，
激情唱响。我们忘不了北京冬残奥会开
幕式上，当曾经斩获 4枚残奥会金牌的
李端接过最后一棒火炬走上主火炬台的
时候，由于双目失明，他的手在“大雪
花”上几番摸索，才终于在全场观众的
鼓励和加油声中顺利地将火炬插入主火
炬台。这一刻，不仅在“鸟巢”，电视
机前的观众也在为李端打气，当“大雪
花”最终被点亮，全场沸腾了——大家
是在为每一次突破自我障碍的努力欢
呼，为每一次自强不息的前行喝彩！

冬残奥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战
士。汗水见证荣耀，不曾向命运屈服的
勇者将伤痛锻造成铠甲，为梦想站上赛
场，迸发出坚定而勇毅的力量。让我们
为这些勇者点赞喝彩！

图①：3月 5日，中国选手张梦秋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图②：3月 5日，中国选手刘子旭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③：3月 5日，中国选手郭雨洁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图④：3月 6日，获得季军的中国选手

朱大庆 （右） 和引导员闫寒寒在颁奖仪式
上。 新华社记者 雒 圆摄

图⑤：3月 6日，中国选手梁景怡在比
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图⑥：3月 6日，中国选手郑鹏在比赛
中摔倒后起身。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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