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分 20 秒 88，
是孙鸿胜在北京冬
残奥会高山滑雪男
子超级大回转（站
姿）项目中，从“岩石
赛道”1825 米处滑
至终点的时间。

22 年，是孙鸿
胜从失去双臂，到站
在冬残奥会舞台上
的时间。

20多年的困难
与挫折，20多年的
奋斗与磨砺，在孙鸿
胜冲下高山掠过终
点的瞬间，得到了最
好的回馈与释怀。

作为本次冬残
奥会同级别赛事中
唯一无臂选手，赛
道上两臂空荡的他
显得如此“另类”。
但正如他所说：“回
顾我的经历，能顺
利完赛就足够让我
激动了。”

来自辽宁庄河
市的孙鸿胜，6岁时
因一次电击意外失
去双臂。残酷的命
运让孙鸿胜的父母
痛不欲生，但孙鸿胜
却并未因此消沉，为
了安慰父母，他主动

克服各种困难，慢慢学会了用脚做家务、用脚
看书写字，甚至学会了不用双臂也能骑自行
车，奔跑速度在同龄人中也是佼佼者。

孙鸿胜出色的身体素质与协调能力被沈
阳残疾人游泳队发现。2008年，少年与体育
结缘。

在游泳队的时光进一步锻炼了孙鸿胜的
协调能力，高强度的训练也让他的心性得到磨
炼。经过刻苦的训练与大大小小的比赛，孙鸿
胜飞速成长，开始向往更为广阔的天空。
2016年，孙鸿胜进入国家残疾人滑雪队。从
泳池到高山，转变让好强的孙鸿胜跃跃欲试：

“我一直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在滑雪队，孙鸿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困难。
“因为我没有手臂，所以很难控制雪板和

重心，在超高速情况下如果雪道不平稳，有时
候单凭我的身体很难压住雪板，巨大的反弹
力很容易让我失控。”孙鸿胜说，在滑雪时，由
于没有双臂进行身体平衡，在进行飞跃动作
时容易被侧风吹飞，摔倒甚至冲出赛道是家
常便饭。

让一位无臂运动员参加高山滑雪，这对孙
鸿胜的教练团队来说也是全新挑战。“因为教
练之前也没有教过我这种类型的，我也是我这
个级别唯一的一位无臂选手，所以教练想了很
多办法来帮助我。”孙鸿胜介绍，为了锻炼雪上
平衡能力，他需要双脚站在瑜伽球上，不仅要
稳稳立住，教练还会朝他投掷足球和篮球，就
是为了锻炼他在受到强大外力时保持重心的
能力。

除此以外，教练还会用一两公斤重的球在
孙鸿胜的肩膀上敲打，为他模拟高山滑雪回转
项目中身体触碰旗门的感觉，克服没有双臂带
来的不适应感。“很感谢我的教练团队，我给他
们带来了许多难题，但他们一直都很耐心，没
有他们我不可能来到冬残奥会。”孙鸿胜说，

“除了我们自己的教练，每次比赛时，其他国家
（地区）的教练和选手看到我后也会给我许多
鼓励，这些都带给我很大的激励。”

5日，孙鸿胜参加残奥高山滑雪男子滑降
（站姿）项目，以1分28秒滑完全程；6日，他在
男子超级大回转（站姿）比赛中再次顺利完赛。

“能从起点滑下来，我可激动了，以后不管
我做什么，这次经历都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孙
鸿胜表示，能在中国举办的冬残奥会上顺利完
赛，将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

滑下陡峭的赛道，开启新的旅程。当孙鸿
胜站在起点俯瞰群山的那一刻，爱与勇气让他

“拥抱”了整个世界。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北京冬残
奥会残奥冰球项目5日开赛，首次亮相
冬残奥赛场的中国队以7：0战胜斯洛伐
克队，赢下“开门红”。获胜后的中国队
队员们表示，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就在
家门口感到很自豪。

和中国队一样，斯洛伐克队也是第
一次参加冬残奥会。在2019年世锦赛
B组比赛中，斯洛伐克队曾以2：1战胜
过中国队。本场比赛中国队发挥出速
度优势，有效扯开了对手的防线，最终
获胜。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担任中
国代表团旗手的汪之栋，此役3次助攻
队友得分。赛后他说：“第一次站在冬
残奥会的舞台上，感觉很振奋人心，现

场观众们给我们加油打气，也让我们感
到了浓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中国人，能在家门口参加自
己的第一次冬残奥会，我感到很自豪。”
守门员纪延昭说。本场比赛出场45分
钟的他力保中国队未失一球。

“这是我们第一场冬残奥会比赛，很
激动也很紧张，”纪延昭说，“就是想尽全
力去打好比赛，至于比分倒没有想过。”

终场哨声响起后，面对观众的欢
呼，中国队球员们用球杆敲击冰面向观
众致意。

汪之栋说：“现场氛围非常鼓舞人
心、令人振奋。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还是
以平常心面对，减少失误，发挥出自已
应有的水平。”

残奥冰球中国队员：

在家门口参赛感到很自豪

“当我在高台上，反复找不准
主火炬对接角度时，心里也有点
着急。这时候，从我左边观众席
上，突然传来一声‘加油’，就像
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终于听到
清脆的‘咔嗒’一声时，我特别激
动，心里知道这项任务我成功完
成了！”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的第二
天，作为开幕式上的最后一棒火炬
手，李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依然心潮澎湃。

“我的想法是：看不见不要紧，
但是心里头一定要亮堂。”

归“巢”，不息

开幕前十天左右，43岁的李端
收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邀请，让他
来参加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有特
殊任务”，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
具体角色。

“虽然我看不到，但一进‘鸟巢’
里面，那种感觉就像当年比赛一
样！”李端说。

对于开幕式的场地——国家体
育场，李端并不陌生。2008年北京
残奥会，他在这片场地上卫冕跳远、
三级跳远男子F11级双料冠军，并
在三级跳远项目上打破了尘封十年
之久的世界纪录。

再度走进国家体育场的那一
刻，李端又回想起了2008年踏上赛
场时，教练金帆说的那句话：国旗的
方向，就是你跳远的方向。

“点火炬就跟比赛一样，尽管之
前几天训练都做过，但到了现场，那
还是不一样的。”李端回味时说，“在
我点燃火炬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
我们这些残疾人确实有不容易、有
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坚持、
会努力，看到我们中国残疾人自强
不息的风采。”

12年的新生

李端生于篮球世家，自幼参加
篮球训练，曾入选国家男篮少年队
与王治郅成为队友，并两次入选国
家青年男篮。18岁那年，在他打扫
卫生时，一个过期的灭火器突然爆
炸，导致他双目失明。一年后，父亲
过世，留下他和母亲、弟弟。

在各界关怀下，李端到当地盲
校学起了盲文和盲人按摩。得益
于良好的运动基础，他被选入辽宁
省残疾人运动队，再次踏上了体育
之路。

悉尼残奥会，他就收获了一银
一铜。虽然登上领奖台、让五星红
旗升起，但无法听到国歌奏响，李
端心里总有遗憾。又苦练了四年，
雅典残奥会上他终于如愿以偿，痛
痛快快地唱了两遍《义勇军进行
曲》，唱得高亢又嘹亮。北京残奥
会，教练金帆和他偷偷约定，在家
门口的残奥会上，不光要让国歌在
能容纳数万观众的“鸟巢”奏响，还
要打破残奥男子F11级三级跳远
世界纪录。最终在已经确保夺冠

后，李端向着国旗奋力一跃，以13
米71的成绩，将新的世界纪录“留”
在了北京。

12年前，这一跃，让他相信自己
已经捱过了十二载轮回，“好运转回
来了”。

一起向未来

对于双目失明的李端来说，虽
然他看不到火炬的光亮，但他能感
受到它的温暖，也很喜欢这种温暖
的感觉。

“就算失去了光明，咱们的灵魂
不能坠入黑暗。”说完这句话后，他
又继续解释说：“看不见道路，脚步
不能停滞不前。分不清色彩，但要
让生活五光十色。因为你心里只要
有梦想、只要有目标，你就会去努
力，会朝着目标去迈出第一步。当
你迈出第一步了，你就会探索着迈
出第二步——这样，就会离目标和
梦想越来越近了。”

李端说，无论是担任最后一棒
火炬手，还是登上残奥领奖台，荣誉
并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所有
残疾人运动员，和中国所有残疾人
兄弟姐妹的。

他最想感谢的，是这个时代，能
够遇上“双奥之城”的舞台。同时，
他也想感谢国家和社会各界一直以
来对残疾人事业的关心关爱。

当他举着火炬，在黑暗中感受
到火的温暖，李端想到了近来最常
听到的那句话：一起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在6日举
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无障碍环境建设”
主题发布会上，国际残奥委会、北京冬
奥组委和北京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场馆和设施的无障碍建设，以及从场
馆到城市的连续无障碍环境。

国际残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莱亚
娜·罗德里格斯举例说，在往届冬残奥
会中，残奥高山滑雪赛场的无障碍往往
最具挑战性。而她认为，北京冬残奥会
的高山滑雪赛场是非常令人赞叹的。

“比如媒体流线，即便使用轮椅，记者们
在混合采访区也会感觉非常安全，这里
的混采区是我见过的最无障碍的。”

罗德里格斯还说，举办冬残奥会，
除了硬件的无障碍，另一个重要遗产就
是文化和观念的无障碍。“让残疾人更
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在这方面）北
京无疑给下一届冬残奥会的东道主设
立了标杆。”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介绍说，他们根据残奥运动员的身
体条件和实际需求，来确保设施和通行

的无障碍。比如雪上场馆设置了无障
碍打蜡房和缆车系统，运动员所到之处
均消除细微高差，增设防滑安全措施。
场馆内设置醒目简洁易懂的无障碍引
导标识，以及标准的轮椅假肢维修间。

北京市残联副主席郭旭升说，他们
有一支由老年人、残疾人和专家组成的
2000人的无障碍体验队伍，前往冬奥场
馆和社会各方面进行体验，其中冬奥场
馆的体验超过1万人次。他表示，北京
市借冬奥筹办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
无障碍发展。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
表示，观看冬残奥会，她“深深感动、特
别震撼”。“这些难以想象的体育成就，
通过残疾人运动员们的努力和意志变
成现实，他们不仅完成了对自身的超
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都是巨大的
鼓舞。我们新闻发言人和各位媒体朋
友一起喊你看比赛！疫情影响不一定
都在现场，但是在电视屏幕前、在多屏
全媒体上，让我们都来看比赛——感受
冬残奥、一起被激励！”她说。

北京冬残奥会努力打造场馆
和 观 念 双 重 无 障 碍

新华社河北崇礼3月6日电 北京
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比赛6日在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开赛。中国队包揽当日决
出的两枚金牌，郑鹏夺得男子长距离（坐
姿）冠军，这也是中国队残奥越野滑雪项
目的首枚金牌。

当天18公里的比赛，郑鹏在6公里
过后就确立了领先位置，并以43分09
秒 2的成绩第一个滑过终点。中国队
的毛忠武以43分23秒 8获得银牌，加
拿大选手科林·卡梅龙以47分 36秒 6
夺得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杜天位列
第四。

郑鹏赛后说：“今天把这几年的训练
水平都发挥出来了，感觉滑的节奏都比
较顺。”

四年前，在平昌冬残奥会上，郑鹏
获得该项目第四名，也是本届冬残奥会
前中国队在冬残奥会个人项目上的最
好成绩。

四年后，站上最高领奖台，郑鹏表
示，这是自己不懈努力、坚持科学训练的
成果。

“心里就一直想着一定要坚持，别放
弃。我们训练比较系统，主要还是提高
体能，平时训练就匀速，找好自己的体能

分配。”郑鹏说。
随后进行的女子长距离（坐姿）比赛

中，杨洪琼以43分06秒7的成绩夺冠，
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美国选手奥克萨
娜·马斯特斯以43分38秒8摘银，中国
选手李盼盼以45分17秒0夺铜。另一
位中国选手马静获得第五名。

残奥单板滑雪当日在云顶滑雪公园
展开4个项目的资格赛争夺。

率先结束的女子障碍追逐LL2级资
格赛中，法国老将塞茜尔·埃尔南德斯领
衔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李甜甜、耿焱红、
胡年佳、王心雨四位中国队选手也顺利

晋级。
男子障碍追逐UL级资格赛中，六位

中国队选手悉数晋级，朱永钢、杨健、王
鹏耀、纪立家更是垄断了前四名，张义
琦、江紫豪分列第七与第十。

男子障碍追逐LL1级资格赛随后进
行，加拿大选手泰勒·特纳名列第一，中
国选手武中伟紧随其后，刘依扬和刘开
阳同样晋级。

当天最后结束的男子障碍追逐LL2
级资格赛中，中国队孙奇、刘更亮晋级四
分之一决赛，排名首位的是芬兰选手马
蒂·苏尔-哈马里。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每座城
市都有地标建筑……我们现在所处的
位置，就是武汉的地标建筑——黄鹤
楼。”在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两位主
播面对着镜头，用流利的英文，娓娓道
来黄鹤楼及武汉的历史人文和发展变
迁故事。

而在镜头“连接”的另一端，是北京
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采访间，前来报道
北京冬残奥会的记者们，趁赛事之余，

“云游”城市美丽风光。
主播们站在黄鹤楼顶层俯瞰，绚丽

风光尽收眼底。滚滚长江水与悠悠汉
江水将武汉一分为三，汉口、武昌、汉阳
隔江对望。除了美丽的城市风光，主播
们还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
项目传承人、楚菜传承人、高校学生等，

共同领略楚文化，观看“百变”美食的制
作过程，感受武汉厚重人文底蕴与日新
月异发展相交织的蓬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像记者朱书
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坚强的
城市。冬残奥是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
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的大舞台。‘武汉
精神’与‘冬残奥精神’在此刻交相呼
应，令我倍感振奋。”

据介绍，自2022年1月7日至今，主
媒体中心以直播连线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了19场城市形象系列线上采访
直播活动，吸引不少中外媒体记者参加，
活动主题包括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工艺
美术、中华老字号传统美食等，旨在向记
者们展现中国城市的风采和文化。据
悉，活动将持续至冬残奥会闭幕。

城市形象系列线上采访直播活动
助力中外记者体验城市风采

新华社北京延庆3月6日电 北京
冬残奥会信息平台6日发布公告称，考
虑到高温、融雪风险，决定将北京冬残
奥会残奥高山滑雪项目超级全能分项
男女所有组别比赛提前至7日进行。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5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近期天气
转暖对雪上项目的影响，延庆和张家口
赛区的雪上赛场面临高温、融雪、大风

等气象风险，可能会对赛事产生一定影
响。但是冬奥组委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一是在阳坡和易受影响的区域增加造
雪量，二是通过储存雪量及时对雪道开
展塑形工作；同时还在比赛前，通过一
些技术手段防止高温天气影响赛道雪
面软化；另外也与国际残奥委会、国际
冬季残奥单项体育联合会建立了赛事
日程变更机制。

残奥高山滑雪超级全能比赛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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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越野滑雪中国队包揽两金
残奥单板滑雪中国队选手纷纷晋级

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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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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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
整
个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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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记
者

张
睿

刘
扬
涛

心中有光，就能点亮前路
——专访最后一棒火炬手李端

□新华社记者 卢羽晨 曹奕博

3月6日，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郭雨洁在奖牌颁发仪式上。
当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站姿）奖牌颁发仪式在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

举行。 □据新华社

残奥冬季两项——

女子短距离（站姿）奖牌颁发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