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骄傲，我是亚残运会火炬手
编者按：心相约，梦闪耀。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于19日启动。参加传递的火炬手，有优秀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代表，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模范代表、基

层工作人员代表，以及热心助残事业、弘扬亚残运会精神、为实现杭州亚残运会愿景贡献力量的人士。让我们一同走近其中的三位，倾听他们逐梦前行的故事，感受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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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火炬的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变
成了一阵风，在掌声
和 欢 呼 中 尽 情 地 奔
跑！”10月19日11时
23 分，淳安县千岛湖
大桥上，作为杭州亚
残 运 会 火 炬 传 递 第
65 棒火炬手，来自广
东省云浮市邓发纪念
中 学 的 张 家 城 完 成
50 米的火炬接力，此
时 的 他 显 得 特 别 兴
奋。这次奔跑经历，
也将牢牢铭刻在这位
17岁少年的心里。

这是张家城第一
次来杭州，浓郁的桂花香和热情的杭州市市民都给他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他说，会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听说张家城成为了杭州亚残运会的火炬手，一些篮球迷也特
意赶到淳安，为他加油助威。“他是带风的炫酷篮球少年，我们会一
直关注他、祝福他。”来自绍兴的市民胡先生说。

的确，对于不少篮球迷来说，张家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一
些短视频中早就见识了他精湛的篮球技术和刻苦的训练劲头，他
在抖音平台的粉丝量已达112.5万。

完成火炬传递后，张家城接受了记者采访。少年身材瘦高，面
容俊朗，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张家城2006年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市
云安区高村镇的一个普通家庭，5 岁那年，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
右臂，从此，穿衣、吃饭、握笔，都成了难题，但张家城没有放弃，努
力适应生活。

篮球，改变了这位少年的人生轨迹。12 岁那年，他参加镇里
举办的免费少儿篮球培训班。虽然培训只有短短10天，甚至连运
球都不稳，但他却爱上了这项运动。

从此，张家城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从学校、镇政府的球
场，到家里的客厅，周围每个可以打球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练球的
身影。凭借着对篮球的喜爱以及超强的毅力，他通过自学练就了
一身篮球技能，防守和进攻都十分出色，运球技术也十分娴熟，背
后运球、胯下运球和转身等技能更是无所不通。

2020 年 3 月，张家城在抖音上注册了视频号，分享一些平常
在家、在操场、在球馆打篮球的视频。正是凭借这些短小而励志的
视频，张家城逐渐在网络上小有名气。2020 年 5 月 29 日，张家城
收到一家篮球俱乐部的邀请，前往珠海观摩一场专业比赛。在中
场休息期间，张家城上场与专业运动员切磋球艺，凭借行云流水般
的动作、花式运球和精准娴熟的投篮技术在 3 个回合内投入 9 球，
全场人员纷纷为其喝彩。

从那时起，张家城的知名度不断上升，很多人被他不屈服于命
运的精神感动，其中包括美职篮球星库里，他在看到视频后也在社
交平台发文：“这个孩子是谁！请帮我找到他！继续努力吧！别让
任何人对你说不行！”

球星库里的举动自然也引发了球迷的热议。面对突如其来的
走红，有人提议张家城可以进行带货或成为网红，但被他拒绝了。
他表示，自己的主要目标就是专注于篮球训练和比赛，其他的事情
都不能动摇他对篮球的热爱和专注。

此后的日子里，学习和训练成了张家城生活的全部。他每天
中午练球半小时，晚上也要练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张家城展示了自己五个手指因为练习篮球形成的老茧。

为了更好地适应球场上高强度的训练，这几年，张家城还加强
了力量训练。“我的动作不标准，能练的器械也不多，这些可能是我
的不足，但不是阻止我向前的理由。”张家城说。

今年夏天，张家城的左腿在比赛中受了伤，还接受了手术。“那
段时间，我的心情比较低落，甚至还一度担心再也不能打球了，也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成为亚残运会火炬手的消息，这让我感
到非常激动和兴奋，也对未来重新充满了信心。”张家城说，这次到
杭州，虽然时间还不长，但已经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事实上，不管是健全还是残疾，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得
更加出彩。”张家城说，“梦想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只要我认真做
好每一件事情，打好每一场球，那至少我离它会更近一些。”

曾感动球星库里的独臂少年
张家城——

像风一样
尽情奔跑

本报记者 王晨辉

两支火炬轻轻碰触，“桂冠”被点燃。
10 月 19 日上午，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火炬
传递在淳安启动，姚娟是第 71 棒火炬手。
她在传递之前，与前一棒火炬手十指紧扣，
举到空中，摆出之前约定好的姿势。随后，
姚娟高举“桂冠”，露出灿烂的笑容，向前奔
跑的同时，左手竖起大拇指。对她而言，短
短50米的距离，每一步都很珍贵。

“这是我第一次当火炬手，太激动了！
虽然平时拿惯了铅球、铁饼，但火炬拿在手
上，感觉也是沉甸甸的。”今年 39 岁的姚娟
是无锡人，身兼数职——既是江苏省残疾人
田径队教练员兼运动员，也是无锡市残疾人
综合服务中心科员。

翻开姚娟 20 多年的运动生涯履历表，
说她是投掷届的“王者”，并不为过：残奥会
投掷类项目的“大满贯”、三大项（铅球、铁
饼、标枪）世界纪录保持者、六次参加残奥会
拿到五块金牌、连续四届参加亚残运会⋯⋯

“每一次投掷，我都是克服身体障碍，挑
战极限。我很享受这样的感觉。”姚娟说，4
岁时自己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左下肢残
疾。不过，不服输是刻在她骨子里的，小学
时她和健全人同学参加运动会，在垒球、铅
球这样的投掷项目上，总能更胜一筹。

1998 年，14 岁的姚娟通过江苏省残联
选拔，开启运动员生涯。无数次的投掷、无
数次的挑战，体育给她带来了什么？“带给我
自信、快乐和勇气。”姚娟毫不犹豫地回答，
随即又开玩笑道，“当然还有很多块金牌。”

体育已成为姚娟生命中重要的一部
分。运动也给她的身体留下“痕迹”——用
来投掷的右手肌肉更发达；常年户外训练，
让她的脸颊总是被晒得通红。

像火炬接力一样，把体育精神传递给更
多人，是姚娟这几年专注在做的事。

2010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
育专业的姚娟，入职无锡市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负责组织残疾人文体活动。“起初是舞
蹈、书法这些相对简单的活动。这几年活动
越来越丰富了，有羽毛球、乒乓球、冰壶、声
乐等二三十项活动供大家选择。”她告诉记
者，越来越长的活动“菜单”，也像一面镜子，
折射出蓬勃发展的残疾人事业。

姚娟记得，2021 年结束东京残奥会的
比赛后，她和同事在无锡太湖边组织了一场
徒步活动，有七八十位残疾人参加。当时，
一位坐着轮椅的阿姨特意向她表达了感谢，

“以前我一直没什么自信，总是待在家里。
但看到你在赛场上拼搏，我真的受到了鼓
舞，决定平时要多出门看看。”

“听到这番话，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幸福
感和满足感，比自己拿金牌还要高兴！我在
赛场和工作上的付出，很值得。”回忆起两年
前的这段经历，姚娟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在几年前，姚娟又多了个新身份——江
苏省残疾人田径队教练。她希望尽自己所

能，带领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事业中来。
不过，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跨越并不容

易。“教练需要有‘十八般武艺’，我当时挺焦
虑的，真的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
觉。”不服输的姚娟再一次向自己发起了挑
战。向前辈请教，阅读运动训练、医学营养、
心理学等各类书籍⋯⋯现在，对于教练员这
个角色，她已经游刃有余。

本届杭州亚残运会，姚娟将和三名弟子

参加铁饼、铅球不同级别的比赛，这是她第
一次和弟子们共同参加亚残运会。

这意味着，除了专注自己的比赛，姚娟
需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弟子身上。“他们仨
年纪最大的也才27岁，都是年轻人，参加亚
残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难免有些紧张。”她
说，除了抓好日常训练，舒缓他们的心情也
成为自己最近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大
弟子”徐冕近期身体状态不在最佳，正为即
将到来的比赛而担忧。作为过来人的姚娟
察觉后，主动找徐冕谈了心。“作为教练，我
知道徐冕在平时训练中很刻苦，所以我一直
在宽慰她，让她轻装上阵。”姚娟说。

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淳安，结束火炬传递
后，姚娟还是来不及好好欣赏千岛湖的风
光，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杭州亚残运村，带着
弟子准备接下来的比赛。10 月 25 日，她将
第四次站在亚残运会的赛场上。

这次比赛有什么目标？对于记者的这
个提问，见惯了“大场面”的姚娟挺淡定，“每
场比赛都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好。”即将奔
赴赛场，她也为参加亚残运会的运动员们送
上祝福，“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地完成比赛，享
受过程。咱们站到赛场上，就是好样的！”

残奥会五金得主姚娟向运动员喊话——

站到赛场上，就是好样的！
本报记者 王柯宇

富春江畔，山明水秀。10 月 20 日，当
火炬手、53 岁的浙江省盲人学校教师李伟
儿接棒传递亚残运会圣火时，现场喧闹了起
来。有人大喊：“李老师，你值得！”加油鼓劲
声中，李伟儿面带笑容，小步健跑，不住挥手
回应，一看就是“名师风范”。

为什么说她值得？作为我省首批特殊
教育科班毕业的教师，李伟儿扎根盲校 33
年，始终兢兢业业奋斗在特殊教育第一线。

记者好奇地问她，接过火炬的那一刻，
在想些什么？

李伟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
还在挂念学校里的孩子们。”是的，当李伟儿
执炬奔跑在富春江畔时，她的学生们正安静
地坐在教室里，侧耳倾听广播，稚嫩的脸蛋
上，充满了认真的神情。

在浙江省盲人学校，任何一位老师都是
盲童们的“手杖”，随时帮助他们掌控方向，
引领他们向上。特殊的教育模式，让这所学
校成了浙江省“生师比”最小的学校——
200多名学生，拥有75位教师。

李伟儿记得，33 年前，还是小姑娘的自
己毕业来到盲校，看到孩子们有点懵了——
老师们要手把手地教他们辨认肥皂等生活用
品，用气味辨别不同食物，教他们折衣服、叠
被子；再大一点时，老师们教他们盲文、手工、
音乐、体育⋯⋯师生都叹着气感觉“好难”。

一次，有一个盲童不小心把裤子弄脏，
等李伟儿给他换上干净的裤子后，盲童在她
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忍不住当场落
泪，“孩子们更需要爱和温暖”。

这份“爱与温暖”，让盲校的老师们，比
起“老师”的角色，更像是“父母”：陪在盲童
们的身边，面对面聊饭菜的味道，让他们听
电视的声音，为他们讲动人的童话故事⋯⋯
爱的甘露滋润着盲童们的心田，师生间的感
情也越来越深。每次家长们来接孩子，孩子
们总依依不舍，不舍得离开学校。

“获得孩子们的信任其实很简单。只要
你是真心地、用心地待他们，他们就会信任

你。”李伟儿说，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要特别
富有爱心，有了爱，才能走进学生的心灵；付
出爱，才能化解他们内心的不安；奉献爱，才
能托起他们心中的太阳。“‘爱满天下’是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我们学校的校
训。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细致入微的关爱和
教育，我们的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特殊的人才。”她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男子盲人门

球队队员余钦权，考入温州大学、现为南京
盲人学校教师的郑荣权，浙江第一位盲人钢
琴调律师蔡琼卉⋯⋯在李伟儿的悉心照顾
下，一位位盲童从这里走出杭州、走向世
界。如今，她的抽屉里塞满了一封封由盲文
写成的信，“这都是学生写给我的，跟我讲讲
他们的近况。”她的心愿，就是用自己无私的
爱使盲童以健康的心态去拥抱美好的生活，
让盲童心中有一个“明亮的世界”。

盲校的学生比较“静”，从小热爱运动的
李伟儿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做操、跳绳、跑
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孩子们多运动，

“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跑步，也为李伟儿带来观察一座城市

的独特视角。她发现，畅通无阻的盲道、宽
敞的残疾人专用停车位、贴心的低位服务
台⋯⋯三年来，杭州改造提升 14 万个无障
碍点位及重要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建
设让残疾人更有幸福感。

在富阳站的火炬接力中，李伟儿跑在第
五棒。在她前面的是“无臂男孩”彭超。尽管
失去双臂，彭超以608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四川
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考入同济大学法学院，以
不服输、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活成了一道光。
而接过她手中火炬的是杭州市劳动模范、杭州
市残疾人创业之星沈兴连。他牵头组建农业
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建立“田间学校”，一直
致力于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桂花都是成团成簇，不是单独成枝的，
有着团结的力量。”李伟儿告诉记者。以亚残
运会火炬的“桂冠”之名，从彭超到李伟儿再
到沈兴连，三人之间的纽带与传递，不正寓意
着“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办赛理念吗？

结束火炬传递后，李伟儿许下一个目
标：把传递火炬的这份自豪和快乐带给孩子
们，把亚残运会的精神带入课堂，激励孩子
们努力做生活的强者。

盲校教师李伟儿手举火炬时还在挂念同学们——

带着盲童一起追光
本报记者 何冬健

张家城
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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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城在淳安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正在进行比赛的张家城（右）。 受访者供图

姚娟在淳安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吕之遥 徐彦 摄

姚娟在东京残奥姚娟在东京残奥
会女子铁饼会女子铁饼 FF6464 级决级决
赛中庆祝夺冠赛中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才扬才扬 摄摄

姚娟
五届残奥会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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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儿
浙江省盲人学校教师

人物名片

李伟儿在富阳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徐彦 摄李伟儿在富阳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徐彦 摄

李伟儿教导盲童搬运物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