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过半了，不能松懈！”7 月 11
日，淳安千岛湖，湖面上一个洪亮的声音
传来。这里是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训练
基地，浙江残疾人赛艇运动员余立正和
队友们紧锣密鼓地训练，全力备战。赛
艇尾部坐着的，正是掌舵人余立。

酷暑来临，赛艇队的训练提前到了
每天早上 5 时半开始。迎着朝阳、伴着
湖景，余立和队友们却无暇欣赏，他们
眼中只有即将到来的比赛——杭州亚
残运会。

目前，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还未正式成立。“希望能再次成功入
选国家队，在比赛中用优异的成绩为国
争光、为家乡添彩。”这是余立和队友们
共同的心愿。

余立是海宁人，2001 年因为一场
事故，22岁的他必须接受双下肢截肢手
术。这个喜欢踢球与长跑的小伙子，一
下子失去了直立行走的能力。

出院后，余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休
养。休养的时光甚是漫长，一个问题萦
绕在脑海挥之不去：“我之后能做些什
么？”不能再踢球跑步，生活不再如以前
那样方便，余立感觉到自己渐渐与社会
脱节，不再接触新的人、新的事物，不安
与孤独也时常笼罩。

正当余立陷入人生阴霾时，是体育如
一道阳光般破云而入，改变了他的人生。

2004 年，余立的一位好友来询问，
要不要来给业余球队做足球教练。“我
很喜欢踢球，就想试试看。”一说到运
动，余立的语气也变得坚定。换了个身
份重回赛场，他看到队员们肆意挥洒汗
水，自己的运动梦再次被点燃。

更大的人生转机发生在2010年。当
时，已经借助轮椅、假肢生活9年的余立，
得知海宁市残联招募运动员的消息。他
抓住机会，开始尝试不同的项目。很快，
余立在赛艇上的突出表现被注意到，他被
选进浙江省残疾人赛艇集训队。

走出阴霾、不断成长，如今，赛艇已
成为余立的第二生命。

在赛艇比赛“混合四人单桨PR3级
有舵手”这一项目中，四名桨手始终背
对终点，唯一面向终点的是舵手。舵手
堪称是赛艇的“大脑”和“眼睛”，需要掌
控方向、把握节奏、判断形势、激励队

友，很大程度上，舵手的状态决定了队
伍的状态。

成为舵手短短一年，余立就凭借着
出色的判断力和敏锐度，带着浙江残疾
人赛艇队走向全国。

在第八届全国残运会上，这支组建
不久的队伍成功拿下金牌。2011 年 7
月，余立入选了中国残疾人赛艇队，2012

年8月又入选伦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并在赛艇LTA级男女混合四人单桨
有舵手1000米项目上获得了第四名。

一场场奋楫争先的比赛，让余立重
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他还清楚记得，2014 年出战韩国
仁川亚残运会时的场景。那时，他与队
友们奋力拼搏，不负众望拿到金牌。当

会场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时，余立表面
看似平静，内心却激动不已：“努力是有
回报的，终于拿到了一块金牌。但这还
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为下次、下下
次做好准备。”

在正式比赛中，余立是全队前进的
指挥者，他总是考虑周详、保持理性
和冷静。但在生活与训练中，他是永远
为队员们欢呼的“拉拉队员”，也是带着
所有队员不断前进的引领者。

1993 年出生的赛艇队队员王熙
熙，比余立小 14 岁，从她 17 岁接触赛
艇 运 动 以 来 ，便 一 直 跟 余 立 一 起 训
练。对于王熙熙来说，余立像定海神
针，细心、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队员的情
绪与状态。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不知道能不
能上场、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心态容易
不稳。但余队长总能把我们稳住。”王
熙熙说，这十几年里，每当有队员因为
比赛心情低落、状态不佳，余立便会立
刻站在他们身旁，为他们加油鼓劲。

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余立一直是队
里精气神的核心，用自己积极向上、永
不言败的态度感染着身边的人。不管
是 20 公里以上的耐力拉练，还是多次
500 米的爆发力训练，余立鼓舞人心的
声音总能将队友们的状态一次次推向
高点。队员们的一声声“余队长”，饱含
了他们对余立的认可。

在训练方面，余立也从不含糊。作
为舵手，余立本可以不参加部分力量训
练，但他总是尽己所能，跟着一起训练，
和大家共同进退。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余 立 还 要 控 制 自 己 不 能 完 全“ 吃 饱
饭”——因为舵手的体重决定赛艇的负
重，他必须控制体重。

余立对运动饱含热情，也对现状充
满感恩：“我觉得我现在取得的一些成
绩，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多的是
教练、队友、身后的团队等大家共同付
出的结果。”

凝视前方，一往无前。备战杭州亚
残运会多日，晒得黝黑的皮肤记录着他
们的努力，也让余立筑起更为坚实的信
心：“这一次是在家门口比赛，是我们的
主场。我们对自己的水平有信心，一定
会努力拼出好成绩！”

有他在，队伍就稳了，浙江残疾人赛艇运动员余立——

体育是生命中的一道光
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沈 吟

暑期到来，作为中国美术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李洁的假期规划
听上去很普通：和朋友见面、带家人出
游⋯⋯但杭州亚残运会的临近，又让她
的假期变得有些不同寻常。

还记得，2020 年 4 月 16 日，杭州亚
残运会吉祥物“飞飞”向全球发布。李
洁和她的团队正是“飞飞”的设计者。7
月14日，杭州亚残运会迎来倒计时100
天，李洁也已陪伴“飞飞”走过了 3 年多
时间。

这个假期，为了让“飞飞”能够高品
质在大众面前亮相，李洁一直为审核、
制定“飞飞”人偶服和公共艺术装置等
的制作规范而忙碌着。

“实际应用时，制作方有时会脱离
设计稿的形态，我要做的就是严格把关

‘飞飞’的应用规范，敲定细节，让实际
造型更准确。”她说，比如，“飞飞”双翼
延续到脸颊上的良渚文化标志纹在制
作人偶服时，或形象落地到街巷的景观
营造时，这些细节也要原样复刻；再比
如，“飞飞”扬起的翅膀展现了力的美
感，寓意五千年古老文明在中华大地崛
起，以及能给亚残运会运动员们带来欢
乐和欣喜，因此在制作时这种展翅欲飞
的形态也要呈现出来。

从整体形态到面部细节，李洁在制
定规范时非常严谨。恰如曾经设计“飞
飞”时那般，大到吉祥物的眼睛大小、颜
色、整体纹路等框架性要素，小到翅膀
朝向、尾巴形态、嘴形变化等细节，都经
过反复讨论修改后才最终定稿。

在她心中，从设计开始，就把“飞
飞”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说：“‘飞飞’
是不断成长的，我们也一直在完善着它
的人设。一方面，这是一只承载着千年

文化与未来创新的小鸟，代表着人们实
现自我、超越自我的进取精神；另一方
面，这也是一只独立自主、与时俱进的
小鸟，它从良渚飞来，穿越时空来到西
湖边、钱塘江畔，热爱生活、拼搏奋斗，
希望为每一位有过梦想、追逐梦想、守
护梦想的人，送去祝福。”

巧合的是，如今，“飞飞”也变成了
李洁跟女儿之间默契的代名词。

“从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的形象设
计到亚残运会吉祥物运动造型设计，再
到吉祥物应用设计导则的发布，这三年
多的时间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长
的一次马拉松赛跑。期间，女儿经常陪
我加班，完整亲历了‘飞飞’从诞生到成
长的整个过程。”李洁说。

从她专门为亚残运会设计的海报
《喜报》中，也能感受到母女俩对“飞飞”
那份浓烈的情感。这是一张色彩鲜明

而热烈的海报，整体看上去，就像“飞
飞”嘴里叼着一封信，俏皮可爱。值得
注意的是，海报中还有李洁女儿用铅笔
涂鸦画的两个坐轮椅的“飞飞”造型。
她说，相较于自己流畅、成熟的线条，她
更喜欢小孩子笔触中的质朴与单纯。
特别是，其中还蕴含着孩子本身对“飞
飞”的喜爱。

李洁向记者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设计《喜报》时，女儿因为不小心骨折坐
上了轮椅，这却让她对“飞飞”的运动造
型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产生了更多情
感共鸣。“有一天，她坐在轮椅上在房间
里四处转悠时跟我说：‘妈妈，原来坐在
轮椅上也可以飞翔。’”李洁想，这不正
是亚残运会吉祥物想要表达的意义
嘛。一个人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身体，
更多的还在于内心。“飞飞”会告诉大
家，残疾人也能自由飞翔。

更让她感慨的是，以“飞飞”为桥
梁，她的孩子看到了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设计团队所经历的辛苦和不易，体
验到了为追逐梦想而努力的过程，并在
不经意间通过行动表达了出来。“她明
白了在比赛中，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
参与，人生中的努力奋斗比简单的结果
更有意义。”李洁说，现在大家都说“全
民亚运”，那自己家就是“全家亚运”。
在和“飞飞”相伴的 3 年多里，全家也都
对这场盛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是我们期
待已久的体育文化盛会，不过我会以一
种更平和的心态去迎接它们的到来。”
李洁说，唤起人们对体育本身的热爱，
比竞赛和奖励更加重要。她希望，绿水
青山的浙江可以将比赛融合在它自有
的优雅和知性中，让所有人都能快乐、
轻松地去享受。

亚残运会吉祥物设计师李洁让“飞飞”告诉大家——

坐在轮椅上也能飞翔
本报记者 沈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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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轮椅上也能飞翔
本报记者 沈听雨

编者按：7月14日，杭州亚残运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按照“两个亚运，同样精彩”的目标，践行“阳光、和谐、自信、共享”的办赛
理念，当前亚残运会各项筹办工作稳步推进，并将以最好的状态向世界发出热情邀约，共同凝聚“心相约，梦闪耀”的蓬勃力量。让
我们走近浙江残疾人运动员、亚残运会吉祥物设计师和场馆运维人员，倾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亚运面孔

见到郭君锡时，她正在和同事们巡
查场馆中的无障碍环境打造，把需要改
进的地方一项项记录下来，为亚残运会
做最后的准备。随着亚残运会临近，杭
州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亚残整合主管郭
君锡每天的工作安排表更细了。

眼 前 的 郭 君 锡 ，一 头 微 卷 的 长
发，穿着场馆统一的灰色 T 恤、白色运
动鞋。“我们场馆室内室外连着，挺大
的，每天要走不少路呢。”郭君锡是 85
后，性格爽朗，但工作时就像是换了一
个人——细致、耐心，是不少同事对她
的评价。

富阳水上运动中心是亚运会和亚
残 运 会 的 比 赛 场 馆 ，要 进 行 场 馆 转
换。亚运会结束，场馆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面向亚残运会的转换，主要是
增加分级评估室、赛时分级观察点、轮
椅等辅助器具临时维修点、调整场馆
内部分设施高度等，以满足亚残运会
的无障碍需求。

根据亚残运会赛程安排，富阳水上
运动中心的主转换期时间为 10 月 8 日
至 16 日，只有 9 天。“转换期时间短、任
务重，我们得提前安排好转换期的各项
工作。”郭君锡知道，场馆转换容不得半
点马虎。

在无障碍洗手间门口，郭君锡指着
盲文指示牌告诉记者：“上面标注着洗
手间内洗手池、紧急按钮等区域功能分
布，视障人士进去前可以先摸一摸。”

在郭君锡看来，场馆转换，要体现
对残疾人的尊重、关怀，细节上要到位，
这可是个细致活儿。不久前进行的“韵
味杭州”各项比赛，郭君锡和同事的任
务就是“找茬”。大家在场馆的各个地
方观察，找出需要改进的细节，有时候
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期间，我们发现部分观众入口
处临时排铺的电缆保护槽稍微有点
高，有些残疾人的轮椅经过不是很顺
利。比赛结束，马上协调各领域开了
协调会，建议正赛时减缓保护槽的缓
度，并确保正赛前全部整改完成。”郭
君锡说。

别看是个小小的坡度，对残疾人
来说却是道坎。虽然是在前期场馆
筹备阶段，但无障碍环境的打造都已
基本到位。不过，仍有一些细节需要

改进。“比如部分区域从室内到室外，
有大约两厘米的高度差。我们就要想
办法弥补落差，或是铺设过渡软垫，或
是用水泥浇筑，方便各类轮椅通过。”
郭君锡说。

单单场馆主入口的上落客平台，最
近就调试了十多次。亚残运会期间，无
障碍大巴到达场馆门口后，需要使用上
落客平台，残疾运动员才能从大巴上下
来，顺利地进入场馆。上落客平台放几
个、放在哪，都有讲究。

“我们要按照峰值人员来测算，不
能无障碍大巴到了，上落客平台还没到
位，对吧？”郭君锡说。目前亚残运会运
动员名单还没有公布，她和同事们就按
照亚残运会第二次报名情况和分级资
料，预估使用轮椅的运动员数量，测算
出所需上落客平台的数量。

原本上落客平台放置的地方，旁边
是个圆弧形的花坛，残疾运动员轮椅经
过时不是特别方便。所以大家讨论后
决定，把上落客平台移到5米之外的直
线道路上，虽然距离稍远，但协调起来
更加方便。上周杭州亚残运会代表团
代表们到场馆参观时，无障碍大巴稳稳
当当地和上落客平台对接，大家总算松
了一口气。

“我们的岗位就像是场馆转换工作
的‘双保险’，让转换工作更加顺畅。”郭
君锡说。

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之前，郭君
锡在富阳区残联工作，日常的工作就
是对接残疾人的相关事宜。“我们会和
区里的残疾运动员保持经常的联系，
有时候还会陪着他们去参加一些比
赛。”郭君锡说，每次看到他们拿金牌，
都特别开心，这些运动员要在赛场上
取得理想的成绩，比平常人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离开区残联的这段时间，郭君锡还
是一直关注着区里几位残疾运动员的
表现。无论对郭君锡，还是对这些运动
员来说，在家门口的亚残运会有着不一
样的意义。“他们在最近几次重要的比
赛中成绩都挺不错，亚残运会参赛名单
很快就要出来了，特别期待能在亚残运
会中看到他们的身影。”郭君锡心想，要
是他们能如愿参加亚残运会，自己一定
给他们多拍些照片。

为场馆转换加上双保险，富阳水上
运动中心亚残整合主管郭君锡——

两厘米的落差也不放过
本报记者 姜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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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水上运动中心。

喜欢摄影的余立为
自己拍摄的训练照片。

余立余立（（左一左一））正在准备比赛正在准备比赛。。

李洁李洁（（右右））和女儿共同绘制亚残运会海报和女儿共同绘制亚残运会海报。。

郭君锡巡查无障郭君锡巡查无障
碍坐席碍坐席。。

（（本版图片除署名本版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受访者提供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 杭州亚残组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