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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黎北郊的法兰西体育场，9月

8 日晚再度成为欢乐的海洋。来自全球

的 4400 名残奥运动员聚集在体育场中

央，如同置身一片紫色的薰衣草花田，唯

美浪漫。他们在一场电子音乐的派对中，

欢呼着、微笑着，向巴黎残奥会做最后的

道别。

94 金 76 银 50 铜，共计 220 枚奖牌，

中国残奥运动员在巴黎顽强拼搏、奋勇

争先，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从 2004

年雅典残奥会开始，中国体育代表团已

经连续六届残奥会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

首位，这份成绩单十分亮眼。

中国残奥运动员在巴黎残奥会上

用 拼 搏 实 现 梦 想 ，用 坚 持 重 新 定 义 可

能，书写了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动人

篇章。中国运动员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把中国残疾人顽强、自信、阳光的形象

展现给世界。

竞技水平整体提升。中国体育代表

团获得金牌的大项，由上届的 9 个增加

至 12 个，有 18 个大项获得奖牌，获奖面

不断扩大。在游泳、田径、举重、自行车

等项目上打破 20 项世界纪录，更多选手

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重点项目表现亮眼。中国体育代表

团在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轮椅击

剑等重点项目上继续保持优势，表现突

出。游泳比赛中，5 次同时升起 3 面五星

红旗；轮椅击剑队全项满额参赛，在 16个

小项比赛中取得 10枚金牌。羽毛球队参

加了 14 个小项，金牌数由上届的 5 枚增

至 9枚；坐式排球、轮椅篮球、盲人门球等

集体项目，均杀入 4强并获得奖牌。

部分项目实现突破。跆拳道队获得

首枚残奥会金牌，创造了历史。4 次参

加残奥会的硬地滚球队实现了金牌“零”

的突破，并以 2 枚金牌在该项目的金牌

榜上位居次席。轮椅网球女子双打取得

1 枚宝贵的铜牌。皮划艇项目参加残奥

会以来首次获得了 1 枚铜牌。盲人柔道

和赛艇等项目较上届均有进步，盲人柔

道获得 2 枚金牌，赛艇队取得 1 枚银牌。

此外，中国残奥运动员还在不少项

目上打破世界纪录——

邸东东在男子跳远 T11 级决赛中以

6.85 米的成绩听声夺金，打破尘封 10 年

的 世 界 纪 录 ；蒋 裕 燕 在 游 泳 女 子 S7 级

100 米自由泳决赛中以 1 分 09 秒 68 夺得

金牌，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王小梅在场

地自行车女子 C1-3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

赛中以 3 分 41 秒 692 的成绩，打破世界

纪录并夺冠；郭玲玲在举重女子 45 公斤

级比赛中，以 123 公斤的成绩创造了新

的世界纪录……

残奥会是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

赛场。牵着一根 10 厘米的引导绳，冲过

巴黎残奥会田径女子 1500 米 T11 级决

赛的终点线，梳着可爱丸子头的何珊珊

和她的引跑员游俊杰紧紧相拥。在收获

一枚宝贵银牌的同时，何珊珊也创造了

新的亚洲纪录。

年龄不是障碍，梦想永远年轻。巴黎

残奥会上，48岁的乒乓球运动员熊桂艳在

混双项目上摘得银牌。熊桂艳曾是一名

乒乓球运动员，但 24岁时因病致残，遗憾

退役。38岁那年，她重拾球拍，成为一名

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如今，她仍在国际

大赛上摘金夺银。赛后，她的话铿锵有

力：“年龄不是界限，就是喜欢！”

残奥会的美丽风景不只在竞技场

上，更在赛场外。站上领奖台，是每位残

奥运动员的梦想，但上一刻的对手下一

刻就可能成为朋友。

巴黎残奥会田径女子 200 米 T36 级

决赛中，中国队运动员史逸婷以 27 秒 50

的成绩夺冠，并打破残奥会纪录。夺冠

后她累到无法站立，对手主动上前跟她

拥抱。冠军“挂”在了亚军身上，两人紧

紧相拥，感动全场。赛后，史逸婷坦言：

“感谢我的对手，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巴黎残奥会田径男子 100 米 T38 级

决赛现场也发生了动人一幕，中国田径

运动员周鹏赛前训练时意外拉伤，但他

坚持继续参赛。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周

鹏正用筋膜加压带包扎腿部，一旁的伊

拉克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先后主动上前

帮他包扎，温暖的举动，赢得全场雷鸣般

的掌声。赛后，周鹏说：“我们尽可能互

相帮助，这也是残奥会的魅力所在。”

人们崇尚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因为

奥林匹克精神不只关乎竞技。赛场上，

残奥运动员顽强拼搏，不断超越自我；赛

场下，他们拥抱彼此，向对手致敬，为奋

进者喝彩。同为竞技体育选手，他们理

解彼此，深深知道在没有掌声和欢呼声

的训练场上，他们曾流下多少不为人知

的汗水和泪水。

巴黎残奥会上，温暖的场景不断上

演，运动员们见证、成就、祝福彼此的成

长，是心心相印的共情，也是对奥林匹克

精神跨越国界的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拥

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国

籍、种族、性别和身体条件等诸多限制，

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根源就在于人们对

于守望梦想、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

自残奥会诞生之日起，残奥会上运

动员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备受世人好

评。自励与“励人”，从来都是奥林匹克

精神的深刻内涵，人们通过观赏残奥会

比赛，感受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的

精神和敢打敢拼、勇敢超越的品质。曼

德拉曾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时间会流逝，生命会老去，但奥林匹克精

神永葆生机。

短短的 12 天里，在“精神寓于运动”

的残奥会格言激励下，全球残奥运动员

在巴黎用汗水、勇气、拼搏和坚持书写了

一篇篇精彩华章。

巴黎残奥会火炬已经缓缓熄灭，但

腾飞的梦想已经起航。残奥选手们自强

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

们，以勇气和热爱朝着心中的梦想奋勇

前行。

上图：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旗手——女子游泳运动员蒋裕燕（中左）

和男子田径运动员邸东东（中右），手举

五星红旗在闭幕式上入场。新华社发

巴黎残奥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 94 金 76 银 50 铜—

奋 勇 拼 搏 写 华 章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体坛聚焦

足球，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体

育 项 目 ，更 是 一 个 追 逐 人 生 梦 想 的 运

动。通过足球，他们找到了更高的人生

目标，也对生活充满热爱。

他 们 ，就 是 中 国 盲 人 足 球 队 全 体

队员。

9月5日，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项目排

位赛在埃菲尔铁塔下举行。经过激烈的拼

杀，中国盲人足球队以1比0战胜上届残奥

会铜牌得主摩洛哥队，获得第五名。

在东京残奥会上，中国盲人足球队

正是在铜牌战中爆冷负于摩洛哥队，无

缘领奖台。

中国盲人足球队主教练王桂顺说，

虽有未能晋级 4 强的遗憾，但小组赛逼

平实力超群的巴西队以及排位赛战胜摩

洛哥队，这两场比赛全队展现出的技战

术水平以及顽强拼搏、精诚团结的精神

值得称赞。

盲人足球源自足球运动，是专为视

力残疾运动员所设立的项目。盲人足球

于 2004 年雅典残奥会上首次亮相，盲人

足球运动员们在比赛中所展现出的速

度、技术和超常的空间感知能力，赢得了

无数观众的赞叹。

和普通足球赛不同，盲人足球为 5

人制，除守门员外，其余队员均为视障人

士。比赛分为两个 20 分钟的半场，在长

40 米、宽 20 米的场地上进行。两侧边线

上 都 设 有 挡 板 ，以 保 证 球 在 比 赛 区 域

内。球内安装有可以发声的响铃，以便

球员利用听觉去感知球的位置。

守门员必须是视力正常或部分正常

的人，在比赛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他

可以在防守时给队友提示。进攻时，球

员能得到对方球门后向导的指引。守门

员只能在本方禁区内活动，并负责指挥

队友防守。

在 眼 前 黑 暗 的 情 况 下 奔 跑 ，去 争

抢皮球，去尝试破门得分，其中的艰难

可 想 而 知 。 只 需 要 戴 上 眼 罩 ，普 通 人

就 不 敢 轻 易 迈 步 移 动 ，而 对 于 盲 人 足

球 运 动 员 来 说 ，战 胜 这 种 恐 惧 是 一 门

必修课。

中 国 盲 人 足 球 队 组 建 于 2006 年 。

自成立以来，先后赢得过不少荣誉：2008

年残奥会银牌、2012 年残奥会第五名、

2016 年 残 奥 会 第 四 名 。 在 2010 年 和

2018 年两届盲人足球世界杯上，中国队

两夺季军。在亚洲层面，中国盲人足球

队已 6 次站上亚洲之巅。

在 荣 誉 的 背 后 ，队 员 们 付 出 了 艰

辛 的 努 力 。 本 届 巴 黎 残 奥 会 ，中 国 盲

人 足 球 队 共 派 出 10 名 队 员 参 赛 。 据

悉 ，中 国 盲 人 足 球 队 队 员 全 部 是 业 余

选 手 ，平 时 都 有 自 己 的 工 作 。 巴 黎 残

奥 会 前 ，队 员 们 在 福 建 省 残 疾 人 体 育

运动管理中心进行了体能、技术、战术

集训。集训期间，他们早晨 5 点起床，

傍 晚 才 结 束 训 练 ，历 经 一 番 苦 练 之 后

才前往法国参赛。

回顾巴黎残奥会之旅，主教练王桂

顺表示，小组赛总体来说有些遗憾，这是

队伍成长道路上必须克服的困难，尤其

是在有心理压力时如何调整状态、放手

一搏。不过，球队的总体势头越来越好，

球员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身 处 黑 暗 中 ，人 往 往 会 失 去 方 向

感。不过，只要心中有光，就无惧黑暗。

在每场比赛结束时，两队球员互相摸索

着拥抱，那一刻或许更能体现体育的魅

力和精神的力量。

左上图：中国盲人足球队球员朱瑞

铭（右二）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心中有光 逐梦前行
■杨港科 杨正柳

长 镜 头

法国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凯旋门

上，由红、蓝、绿三色组成的残奥会标

志格外引人注目。在世界体坛的璀

璨星河中，残奥会如同一颗独特而耀

眼的明珠，散发着坚韧不拔、自强不

息的光芒。

1948 年 伦 敦 奥 运 会 开 幕 当 天 ，

英国曼德维尔医院附近居民区的草

坪前，16 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坐在

轮椅上拉弓、瞄准……这是由“残疾

人体育之父”路·古特曼组织的一场

射箭比赛，被广泛认为是残奥会的

前身。

1960 年 ，首 届 残 奥 会 在 意 大 利

罗马举行，设置射箭、轮椅击剑、田

径、游泳、镖箭术、斯诺克、乒乓球、轮

椅篮球 8 个比赛项目，来自 23 个国家

的 400 名运动员参赛。此后便形成

了每四年举办一届残奥会的传统。

如今，这一残疾人心中最宏伟的

体育舞台，已经从最初的 8 个比赛项

目发展为 22 个大项、549 个小项的角

逐，参赛运动员也从最初的 400 人发

展到 4400 人。

“勇气、毅力、激励、平等”，这是

残奥价值观，也闪耀在每位残奥运动

员的具体行动中。

残奥会带给世界的改变，始于体

育，但又不止于体育。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通过残奥会关注并了解残疾人，

这一群体的生存环境也在切实发生

着改变。

以我们熟悉的 2008 年北京残奥

会为例。在筹办该届残奥会的 7 年

时间里，我国新建 1.4 万个无障碍设

施。同时，中国也成为首批签署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家，并且通

过了新的残疾人无障碍权益保障法

律，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以实际行动提升了国民对残疾人

的关注与尊重。

这些宝贵的残奥“遗产”并不会

随着比赛的结束而消失。反而，它们

会长久留存下去，并持续改善残疾人

群体的生活品质。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残奥会

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这里

是残疾人展现自强不息精神的大舞

台，是呼吁全社会关注和支持残障人

士的扬声器，是最新人体辅助科技的

试验田，也是城市更新和改善无障碍

基建的好契机。

尽管如此，面向全世界的 10 亿

残疾人群体，除了举办残奥会之外，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巴黎残奥会前夕，国际残奥委会

发出倡议，强调运动员是残奥会的参

赛者而非参与者，呼吁人们关注残奥

运动员的竞技实力，而不仅仅是克服

残疾。当残奥运动员站上起跑线的

那一刻，人们不仅会关注他们过往努

力训练的历程，更会关注他们在赛场

上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运动成就。

正如一位运动员所说，“我不希望人

们关注我的残疾，我更希望大家关注

我的能力和赛场表现。”

残奥运动员也期待能够通过在

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展现残疾人战胜

困难、完善自我、创造幸福的良好形

象，激励更多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

感受运动的魅力，通过体育实现自我

价值。

此外，残奥会的举办，无疑会在

短时间内使主办国的无障碍设施快

速普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无

障碍设施的维护和更新，也是需要引

起重视的问题。

聚焦到体育领域，残疾人运动员

的日常保障也急需提升。如何为残

疾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生活护理和

训练保障，是世界体育需要解决的一

大难题。

以巴黎残奥会为契机，进一步增

进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

事业的认识，让“平等、融合、共享”的

价值导向更加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尊

重、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氛围更

加浓厚，定能更好地促进残疾人事业

全面发展，不断为残疾人创造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

熊熊燃烧的巴黎残奥火炬虽然

熄灭了，但开放包容、友善互助、坚韧

不拔的残奥精神却永远不会落幕，全

世界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也不会停

止。残奥会所散发出的奥林匹克精

神，通过 4400 名运动员传递到世界

各个角落。

从英国曼德维尔到法国巴黎，无

数残疾人在体育运动中实现人生价

值，铸就了体育人文精神的光辉。未

来让我们一起努力，给予残疾人更多

关爱。

残
奥
精
神
永
不
落
幕

■
马

晶

体 谈

埃菲尔铁塔下，巴黎残奥会盲人足

球比赛备受关注。

巴黎奥运会期间，这里曾是沙滩排

球的比赛场地。当时热烈的加油氛围

与声光电结合的观赛效果，将比赛变成

铁塔下的一场派对。但到了残奥会，这

个场馆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寂静的，工作

人员甚至高举指示牌，上边用法语写着

“嘘”。

作为盲人体育项目中凤毛麟角的

对抗性项目，盲人足球需要球员们戴上

眼罩，依靠内置响铃的足球和场外引导

员的声音进行比赛。

比赛开始后，足球滚动的响声清晰

可闻。只有当一次精彩的进攻或防守

结束，全场才会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

不过，在寂静之中，场边偶尔还是传来

“难以遏制”的低声惊呼。毕竟，看到精

彩之处不出声，还是有点困难的。

当然，保持安静也难不倒残奥会

的观众们。他们在观赛间隙掀起了

“人浪”。不同于在足球比赛中伴随着

排山倒海般欢呼声的“人浪”，盲人足

球赛的“人浪”需要观众观察“前浪”的

起伏，快到自己的座席区时，再小心翼

翼地站起身来，抬起手臂，然后缓慢坐

下。随着比赛进行，当场上出现精彩

的对抗，并且进入“死球”状态时，“人

浪”会突然加快，并且爆发出热烈的欢

呼声。随着比赛重新开始，“人浪”再

次安静下来。

在这样的安静和热闹之间，巴黎残

奥会让很多观众更加了解残疾人体育

运动。

残奥会上，部分项目中的运动员需

要依靠听力来完成比赛。为了使他们

更好地投入比赛，观众们需要在比赛期

间保持绝对安静，不能发出噪声，如盲

人足球和盲人门球。

同样，在视障运动员进行游泳比

赛、柔道比赛时，需要依靠敏锐的触觉

和听觉完成比赛，故观众需比赛全程保

持绝对安静，直到运动员完成比赛。

当然，在残奥会的赛场上，也有一

些比赛，需要观众为运动员尽情喝彩。

跆拳道比赛的动作强调击打准确、

有力度，运动员常常在进攻和防守时发

声为自己加油，观众也可以大声喝彩。

在轮椅篮球、坐式排球、赛艇及皮划艇

比赛时，观众同样可以毫无顾虑地加油

助威。

人们通过观赏残奥会比赛，感受

到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出

色的技能。残奥会上，安静是一种别

样的风景。在心与心的交流中，观众

与运动员不仅在竞技赛场，也在精神

世界里找到了“连接点”，感受到体育

带来的力量。

安静的“风景”
■方 星

残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