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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有一个群体总是给
残疾人特别的温暖，他们有同一个名
字“小青荷”。

当亚残运会正式开幕，绚烂的电子
烟花，把现场气氛点“燃”时，“小青荷”
朱祥生正背对着场地做着准备工作。

“虽然没有见到最灿烂的瞬间，但
这一刻，足以让我铭记一生。”朱祥生
是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大三学
生，文学和运动是他生活中的最爱。

许多人一开始察觉不到，待人热
情的朱祥生其实也是一名残疾人。虽
然因为肢体障碍走动不便，但他从一
开始就主动积极争取这次志愿服务的
机会。从杭州亚运会开幕，朱祥生已
在“大莲花”做了半个多月的志愿者，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开幕式现场，随着一个个国家的名字

响起，各国运动员进入舞台，朱祥生心潮
澎湃。“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自己的英雄，
激励着更多人追寻梦想。”朱祥生说，他对
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有了更多的热情。

开幕式结束，观众逐渐散去。现
场主持人向所有的残疾人演职人员表
示 感 谢 ，“ 让 我 们 为 自 己 欢 呼 和 鼓
掌”。开幕式当天，朱祥生服务了约 6
个多小时。

“ 这 一 刻 我 也 有 许 多 人 想 要 感
谢。”朱祥生说，“在心情最低落最无助
时，是学校团委的朱老师，鼓励我以残
助残，走出去服务社会，成为了一名

‘小青荷’，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世界
很大，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正如杭州
亚残运会宣传推广歌曲《我们都一样》
所唱的，“我们都一样，载梦远航；我们
都一样，永不彷徨”。

这一刻，足以铭记一生
本报记者 施力维

朱祥生（右二）在提供咨询服务。 受访者供图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同样精彩
的开幕式，对来自杭州余杭区的残疾
人阮成来说，有两种独特的体验。

10 月 22 日晚，阮成换上“中国红”
上衣，把轮椅停在了专门的观众席，和
来自五湖四海的残疾人朋友们，一起
欣赏精彩的开幕式。一个月前，阮成
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节目参演者之
一。当晚，他作为轮椅舞者在《同爱同
在》乐曲声中“C 位”起舞，和大家一起
向全亚洲发出热烈的呼唤。

“那天，我在舞台中央，大家为我喝彩；
今天，我要为残疾人演员们呐喊鼓掌。”阮
成说，所处位置不同，但心情一样激动。

当《我的祖国》歌声响起时，五星
红旗入场，阮成眼含热泪。作为一名
80后，罹患残疾后，是家人亲友以及社
会各界的关爱，让他从阴霾中走了出
来，通过乒乓球、赛艇等运动，他重新
对生活燃起了希望。“祖国，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出彩的舞台。”阮成说。

残疾人书法家王渊鹏，是第一次

走进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杭州亚残
运会火炬上的“桂冠”两字就出自他的
手笔。在淡雅的桂花香中，王渊鹏和
妻子张秀英双手紧握，共同见证了亚
残运会圣火在杭州点燃。

“亚残运会是运动员的聚会，也是
文化交流的平台。”王渊鹏说，他想把书
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介绍给更多亚洲国
家的朋友，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国，认识
浙江，了解乐观向上、拼搏不息的中国
残疾人。

这是我们出彩的舞台
本报记者 施力维

这是我们出彩的舞台
本报记者 施力维

当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开幕式离场的歌声响起，参与开幕式
的 5.8 万名观众没有匆忙起身，而是跟
着节奏鼓掌，用掌声欢送现场近 500
名坐轮椅的观众先行离场。

散场时，这些观众沿着专用通道依
次前行，一路上有专人引导，全程畅行

“无碍”。坐着轮椅前来的杜敏芳，一边
顺着无障碍标识有序向前，一面向观众
席点头致谢：“这一刻，你能感觉到自己
被善意包裹着。”专程从上海赶来看开
幕式的陈浩，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这
感人的一幕，他这样写道：“这就是今晚
的杭州，好暖。”

之后，其他观众陆续鱼贯出场。
仅仅 45 分钟，所有现场观众全部疏散
完毕。

馆内的疏散，安全且温暖，馆外的
接驳同样高效。

接近22时，一些坐轮椅的观众陆续
到达杭州地铁博览中心站。在距离站点
约100米处，他们与普通乘客分流。杭
州地铁客服管理工程师肖慕琦告诉记

者：“这是无障碍专用通道，方便他们在
更舒适的无障碍环境下乘车离开。”

记者在现场看到，沿途每隔 30 米
就有 1 名引导人员指引方向，提供“有

爱无碍”服务。在无障碍垂梯内外、无
障碍宽闸机等关键位置，也都配有工作
人员随时“帮把手”。

到了站台上，工作人员还有分工：
有人负责分流对接，根据这些坐轮椅的
观众目的地方向安排合适的无障碍乘
车口，并与目的地站点做好接力服务；
有人则会在无障碍乘车口就位，等列车
达到后，快速铺设好斜坡板，帮助他们
顺利上车。

“我是全程坐公共交通来参加亚残
运会开幕式的。短短的通行时间里，我
充分感受到了杭州这座城市的友好，不
仅有人帮我推车指路，就连我的轮椅出
现故障也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离开
时，观众欧阳胜感慨道。

据杭州亚残运会交通指挥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幕式当晚，有近
400 名坐轮椅的运动员乘坐无障碍公
交车分批离场。杭州一共投入运行
823 辆保障车辆，其中 226 辆无障碍
公交车主要承担坐轮椅的运动员的
运送任务。

近6万观众鼓掌礼让

500名坐轮椅的观众先离场
本报记者 应 陶 刘俏言 通讯员 范 杨 沈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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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坐轮椅的观众先离场
本报记者 应 陶 刘俏言 通讯员 范 杨 沈 昱

杭州地铁奥体中心站站台内，地铁工作人员铺设斜坡板，帮助坐轮椅的乘客顺利上车。
拍友 王丰 摄

没有饮用水袋，没有零食包装，也
没有小旗子⋯⋯这是昨夜杭州第 4 届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散场后，留给
保洁人员的“赛场”。“观众很给力，几乎
都把手边的垃圾随手带走了，这算是很
轻松的任务了。”散场后，保洁人员陈晓
梅向记者扬了扬手中的垃圾袋，“跑了
一个区，除了少许桂花瓣，什么都没留
下。”

文明的传递，往往只需要一个垃圾
袋的默契。

进场时，记者拿到了一个观众伴手
礼袋，里面附赠了一个垃圾袋。而在退
场时，这个垃圾袋几乎成了每名观众手
中的标配。未吃完的食物和水都会被自
觉打包带走。偶有几个落下的袋子，也
被“小青荷”顺手带走。“保洁虽然不是我
们的工作，但只要看到了，我们就会马上
捡起来。”观众服务区的志愿者余亦欣
说，“这也是一种浙江形象的展示。”

E 区的观众席上，陈晓和儿子康
康两人各拎了一个垃圾袋，主动留在了
最后“查漏补缺”。他们一人一边捡拾
着遗落的垃圾。陈晓说，自己是故意

“晚走”的，她觉得这是一堂很好的教育

课：“此前带孩子看了几场亚运会比赛，
康康已经养成了走之前检查座位周围
有没有垃圾的习惯。大家都这样做，他
自然而然就会了。”

全 场“ 桂 花 雨 ”后 ，观 众 对 待 桂
花瓣的处置方式更让人感动。

一片片仿真桂花瓣从场馆上方撒
下，飘落到部分观众席和媒体区。薄如

纸，美如画，满场桂花香让人沉醉不
已。但惊艳过后，也有人担心，这些“桂
花”会不会留下满地“落黄”？但记者在
现场看到的一幕幕，却将这些担心击得
粉碎——

来自浙江农林大学的应梦欣在排
队离场时，仔细检查着周边区域的桂花
瓣和垃圾。“桂花瓣我们当小纪念品带
走，当然也希望能给打扫卫生的工作人
员省点事。”应梦欣说。

不让“桂花且留下”的，还有坐轮椅
的观众。来看开幕式的欧阳先生一边
坐着轮椅离场，一边弯着腰，小心地将
手边捡到的桂花瓣放进垃圾袋中，再挂
在轮椅上，到了垃圾集中处理点扔掉才
安心离开。他笑着说：“开幕式这么美，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留下一个更美丽
的场馆给后来的人。”

散场后，记者特意又跑去了观众
席，空气中桂香依旧，但无论是座位
还是过道，都和来时一样整洁、干净，
而此时距离开幕式结束，只有短短半
小时。

不留垃圾只余桂香，这就是杭州，
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城市。

不留垃圾只余桂香
本报记者 刘俏言

10 月 22 日晚，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散场井然有序，没有
留下垃圾。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杭州亚残运会比赛陆续开启
现场观赛礼仪看过来

杭州亚残运会的各项比赛开始陆续登场了。此次亚残运会设射箭、田径等
22个大项、564个小项。

观看亚残运会项目，有不同的要求以及不少特殊礼仪。在赛事现场，如何做
一名文明有礼的观众？这些观赛礼仪请注意。

射箭

观看射箭比赛有一句老话：箭不离弦不喝彩。尤其是在淘汰赛阶段，
运动员们将以一对一形式，在全场注视下进行比赛，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观众应自觉营造一个相对安静、宽松的外部环境，使运动员尽可能不
受场外因素的干扰，全身心投入比赛当中。

田径

观看残疾人田径比赛时，当裁判员发出“各就各位”口令时，观众要保
持安静，当运动员起跑后，鼓掌助威。

无论是跑、跳跃，还是投掷类项目，视障运动员要靠声音来辨别方向，
观众应特别注意礼仪。比如在盲人三级跳远的比赛中，运动员需要依靠教
练员击掌发出的声音来判断跑进方向和起跳区域，所以在运动员准备起跑
和起跳的过程中，观众需保持绝对安静。

羽毛球羽毛球

观看残疾人羽毛球比赛，需观众大力配合和理解项目所制定的特殊赛
场规则，用欣赏态度对待运动员的表现。从运动员准备发球到这个球成为
死球的时间段里，不要使用带有闪光灯的摄影设备拍照。

硬地滚球硬地滚球 草地掷球

由于参赛者的四肢有严重的运动障碍，在投球时准备时
间较长，观众要有耐心。比赛中，观众的掌声、加油声可以更
好地激发运动员的积极性；当运动员做出抛球准备，尤其是在
视障运动员比赛时，观众应保持安静，以免影响其发挥。

在运动员需要鼓励时，给予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
自行车

在自行车场地赛中，运动员出发时现场观众要保持安静，使运动员能
够集中注意力按倒计时电动发令提示音准确出发。在公路赛道沿途观赛
时，观众不要与运动员接触或为其提供帮助，更不能向运动员身上和车上
洒水，否则不但会让运动员失去比赛资格，还可能给他们带来极大危险。
观赛时观众不能离开隔离区和穿越赛道。

盲人足球
由于视力问题，运动员完全依靠听力判断方位、完成比赛，观众要保持安

静；射门成功时，可给予热烈的掌声。

盲人门球

该项目参赛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且在比赛中全部佩戴眼罩，全凭听
觉来判断来球方向（球中装有响铃），后做出防守动作。观看比赛中，观众
要保持绝对安静，避免对运动员产生干扰，得分后给予喝彩欢呼以示鼓励。

柔道比赛时，视障运动员看不到裁判员的判罚手势，主要靠听觉来判
断，因此观众在观看比赛中，要保持安静。

赛艇 皮划艇

柔道

轮椅网球

比赛开始前在观众席就座，不要随意停留在过道或坐在栏杆上看球；
如无观众席，应在球场挡网外围观，不要进入赛场。几个场地同时比赛时，
如想换场地看球，必须在所在场地的一分比赛结束后，从挡网后不太显眼
的地方通过，不要影响任何场地比赛。从球员开始准备发球到一分结束，
观众不要随意交谈、吃东西、喝彩、鼓掌等；比赛中不得与裁判员、球员进行
任何形式的谈话。若观众捡到球员打飞的球，一定要在每一分比赛结束
后，再扔回场内。比赛期间，不得开启闪光灯拍照。

举重

举重比赛中需要观众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在运动员出场前，观众的加
油声对运动员是一种鼓舞，但在运动员进入比赛场地、双手接触到杠铃后，
观众要保持安静，减少影响。

观看射击比赛时，观众要保持安静，以免分散运动员注意力，但在运动
员需要鼓励时，应给予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观赛期间不要使用带闪光灯的
摄影设备，且在指定区域就座，避免发生危险。

坐式排球

运动员集体入场向观众席致礼时，介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时，观
众应热烈鼓掌。比赛中，不要使用带闪光灯的摄影设备拍照。应为运动员
精彩的救球、击球热烈喝彩，对其失误要保持冷静并给予理解。

残疾人游泳比赛时，应给与尊重、理解和鼓励。仰泳比赛时，不允许开
启闪光灯拍照。在观看视障运动员比赛时，观众要保持安静，直到运动员
游过召回线。

乒乓球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心理和精神都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从运动
员发球到这个球成为死球时间内，观众都不应随意走动；拍照时不要开启
闪光灯；呐喊助威时要含蓄一些，不要对运动员产生干扰。

、

跆拳道比赛，以腿法为主，动作强调击打准确、有力度，并且在进攻和防守
时鼓励运动员发声扬威。因此比赛看到漂亮的击打，无论是否得分，观众都可
以大声喝彩，同时要注意热情有度；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时，应保持安静，不能开
启闪光灯拍照，以免对运动员产生干扰。

轮椅篮球比赛对抗激烈，除了欣赏运动员精湛的球艺之外，其出神入化的
轮椅驱动技术也极具观赏性，观众都应给予掌声和喝彩。上场运动员的伤残级
别不同，轮椅椅背越高的运动员伤残级别越高，观众应给予更多的包容和鼓励。

、

在主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时，观众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走动，否则主裁
判有权暂停比赛以强调比赛秩序。当运动员做出精彩的进击或躲闪时，必
须在听到主裁判喊“停”后再欢呼喝彩。

注：本届亚残运会的国际象棋、围棋项目不设置观众坐席，故不对观赛礼仪进行展开。

资料来源：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组委会 文字整理：王璐怡 浙报制图：戚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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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成为开幕式点赞。 拍友 杨成 摄

记者眼中的开幕式感人场景

跆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