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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杭州亚残运会赛场上，视障运动员与他们的“眼睛”携手追光的故事一次次上演

你是我的眼

本报淳安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柯宇 张彧）一声发令枪响，杭州亚残
运会中国代表团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王林
花（视障）和她的领骑员刘子新从出发线
箭一般射出。同一辆自行车上，两人蹬
踏、加速的幅度和频率甚至呼吸节奏都
如同“复制粘贴”，在淳安界首体育中心
自行车馆里一圈接一圈地飞驰着。

在那飞驰的背影中，被甩在身后的
除了对手还有亚残运会纪录——

3分47秒 781！王林花和刘子新
在杭州亚残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B级
3000米个人追逐赛中夺得金牌。

“花姐，我们做到了！是金牌！”走
下场，刘子新紧紧牵着王林花的手，激
动地向她重复着这句话。一向沉稳内
敛的王林花也忍不住激动地哭了：“这
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比赛，也是
配合得最好的一次。”

一车双人，是残疾人自行车比赛中
的一道“风景”：视障运动员使用双人自
行车比赛——运动员位于后座，前座由
非职业注册的健全人担任领骑员。

对于视障运动员来说，“你是我的眼”
不是一句歌词，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任。

这场比赛，刘子新就是王林花的
“眼睛”。“掌控好方向，带着花姐一起冲
向终点，是我的使命。”刘子新很坚定。

今年27岁的吉林姑娘刘子新曾是一
名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在2021年选择退

役，“当时我已经停训了一年多，想去看看
不一样的风景。”退役没多久，她接到来自
中国残疾人自行车队的领骑员邀请。

“成为领骑员的挑战不小，但我对
自行车一直有着本能的热爱。”没有太
多纠结，刘子新欣然接受了这个新角
色，并开始长达一年的恢复性训练。

而今年33岁的王林花因先天原因，
视力只有微弱的光感。2013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她入选了广东省残疾人自行车
队。结缘自行车前，她是一名盲人按摩
师。“我的运动生涯里，换过很多双‘眼

睛’，也参加了不少国际大赛。”王林花说。
把两个不同生活轨迹的人，放在同

一辆自行车上，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今
年3月，为了备战亚残运会，刘子新和
王林花进行了首次配合训练。“一开始
挺不适应的。”刘子新坦言，和单人车相
比，双人自行车让她失去“骑行自
由”——上下车、加速减速都必须一致，
两个人的负荷也不小。

还有体型的问题。理想状态下，视障
运动员体型与领骑员相差无几，利于比赛
时保持相同的频率和发力点。不过，这对

新搭档在体型上差距比较大——刘子新
身高达到1.7米，而王林花身高为1.5米。
这意味着，她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去适应彼
此的骑行节奏和发力习惯。

磨合，成为刘子新和王林花训练中
的关键词。“虽然我接触自行车更久一
些，但在双人自行车项目上，花姐就是
我的老师。前期她一直教我怎么配合、
怎么发力。”刘子新告诉记者，为了当好
王林花的“眼睛”，她也曾尝试过闭上眼
睛，在后座骑自行车。

每天同吃、同住、同训练，形影不离
的两人一点一滴建起了默契和信任。

“我们比双胞胎还亲密。”刘子新笑着
说，正是长时间的相处，她们开始熟悉
彼此身上微妙的动作变化，达成自然同
步，培养出“无声的默契”。

走下赛场，刘子新和王林花的手始终
相牵。现在两人的默契到了什么程度？

“只凭脚下的踏板，我就能接收到子新的
‘信号’。”当王林花感觉到踏板变重了，
那是子新告诉她要加速了；当踏板变轻，
意味着要先稳一稳，“我很信任她。”

首战告捷，两人还来不及好好庆
祝，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场比赛
中。本届亚残运会，王林花和她的“眼
睛”刘子新共计参加4场比赛。“接下来
的比赛，‘姐妹同心，齐力夺金’！”刘子
新大声地喊出心中的想法，王林花在身
后微笑着点头。

场地自行车女子B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姐妹花”破纪录夺金——

有我在，花姐你大胆往前冲

刘子新（左）和王林花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本报杭州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姜晓蓉 施力维）23日上午，杭州亚残
运会田径比赛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
开赛。在男子100米T11预赛第2组比
赛中，一位视障运动员搀扶着受伤的领
跑员，身穿橙色背心的领跑员几乎靠单
腿蹦着前行，运动员则放慢速度陪着
他，远远落后于其他选手。不过，当他
们携手冲过终点时，全场观众给他们送
上了热烈掌声。

对于视障运动员来说，领跑员是个
特别的存在，一根手指粗细的引导绳将

彼此的手相连。通常是领跑员带着运
动员跑，赛场上的这一幕却是运动员扶
着领跑员跑。比赛结果显示，他们的成
绩是31.89秒，即便是在亚残运会的赛
场上，这个成绩也有些异常。这背后，
发生了什么？

比赛结束后，记者在场外见到了正
在等待医疗服务的他们。这名视障运
动员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尔甘奇
贝克·埃加姆纳扎罗夫，他的领跑员叫
沙多。“我的左膝在上场前突然受了伤，
那时已经来不及更换领跑员了，和埃加

姆纳扎罗夫商量后，我们两个还是决定
一起走上赛场。”30多岁的沙多浓眉大
眼，眼神中稍稍有些失落。他比划着告
诉记者，这是埃加姆纳扎罗夫第一次参
加亚残运会，他们都不想放弃这次难得
的比赛机会。虽然可以预计到成绩会
很不理想，但至少携手完成了比赛。

“亚残运会第一场比赛遇上这样的
意外，会有遗憾吗？”我们问埃加姆纳扎
罗夫。“并不会，能和沙多携手完成比赛
已经很满足了。很感谢沙多一直陪伴
在我身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站在一

旁的埃加姆纳扎罗夫说。
上午的比赛出现了意外，埃加姆纳

扎罗夫用最快的速度调整好心态，下午
的男子跳远T11决赛，在另一名引导员
的陪伴下，他发挥出色，以6.32米的成
绩拿到一枚铜牌。

“埃加姆纳扎罗夫虽然看不见，但
他没有向生活屈服，他热爱体育，在训
练的过程中一直很努力，想为国家拿到
更多荣誉。”沙多说，正是被这种精神所
感染，他想陪着埃加姆纳扎罗夫走得
更远。

田径男子100米T11预赛，运动员扶着领跑员冲过终点——

100米跑了31.89秒，观众席却响起热烈掌声

手牵手手牵手 一起冲一起冲

1010月月2323日日，，杭州亚残运会田径赛场上杭州亚残运会田径赛场上，，女子女子100100米米TT1111比赛鸣枪开赛比赛鸣枪开赛。。这是一场视障运动员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视障运动员之间的较量，，她们在领跑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比赛她们在领跑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比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旭明董旭明 朱海伟朱海伟 摄摄

本报杭州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晨辉 金思成）“由它带着我们，再也
不会担心找不到方向了！”23日上午，拱
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电子导盲犬“小
西”受到来此体验比赛氛围的视障人士
的一致好评，成了赛场外最闪亮的明星。

杭州亚残运会盲人足球比赛当日
在这里开赛，吸引了近2000名观众。
比赛开始前，志愿者见到两名视障人士
相互搀扶着走来，便上前引导，并推荐
他们使用电子导盲犬“小西”：“你们好，
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和它说，它会带着你
们到想去的地方。”

这是一对来自山东的盲人夫妻，名叫
张建新和陈莲，目前在杭州从事推拿工
作。牵住“狗绳”，报了一声想去的看台区
域，“小西”缓缓启动，带着他们来到看台。

据介绍，这只四足机器狗由西湖大
学机器智能实验室研发，不仅能把场馆
地图铭记在“心”，还能“听懂”中英双

语。电子导盲犬在听到目的地后能规
划最优路径，还能结合传感器和算法，

避免碰撞和危险。
电子导盲犬配备的导盲绳同样有

着满满的科技含量——当机器狗走得
比人慢时，绳端传感器会告诉它走得快
一些，避免视障运动员和观众被撞到。

妻子陈莲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赛
事现场，虽然看不见，但从观众的掌声
与喝彩声中，依然能感受到运动员的拼
搏风采。

来杭州两年，陈莲和张建新感受到
了杭州人的热情和友善。“我们从滨江
区赶到拱墅区来看比赛，一路上有很多
热心人帮助我们。”陈莲说，此行最大的
收获是感受了比赛氛围，其次就是了解
到了电子导盲犬的神奇，希望它能够走
进更多视障人士的日常生活。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负责人
介绍，引入电子导盲犬，不仅能顺利地
把视障运动员和观众带到目的地，而且
随叫随到，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为
视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更高效细致的
安全服务。

盲人足球赛现场，电子导盲犬成为场外明星——

牵着“小西”上看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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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着“小西”上看台，方便

电子导盲犬“小西”带着视障人士陈莲和张建新前往看台。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本报杭州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晨辉 金思成）一路盘带突入禁区，
射门，球应声入网。23日上午，亚残运
会盲人足球比赛在拱墅运河体育公园
体育场开赛，首场比赛是中国盲人男子
足球队对阵印度队。

亚残运会盲人足球比赛为5人制，
每支队伍的上场队员由4名视力受损的
运动员和1名视力正常的守门员组成。
视障运动员必须戴上眼罩，以保证公平
性。守门员只能在自己的禁区内活动，
并负责指导队友防守。除守门员外，每
支队伍还有一个教练员和一个引导员。
教练员站在对方半场边线上，并负责指
导队友进攻。引导员站在对方球门后
面，并负责指导队友射门。比赛分上下

半时，各1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
现场，两队队员都表现出了良好的

竞技状态，中国队的综合实力更胜一
筹，发动了多次颇具威胁的进攻，并在
上下半场各进两球，以4∶0战胜对手。

相比起健全人的足球比赛，盲人足
球赛的身体接触更多，运动员倒地的情
况也时有发生。每当有运动员倒地，观
众席上都难免一阵紧张，而看到运动员
马上起身投入比赛，大家又会送上热烈
掌声。

“小伙子们，好样的，再接再厉！”比
赛结束后，中国队队员向观众们鞠躬致
谢，观众们也再次向队员们送上赞扬和
鼓励。“队员们的拼搏和坚强让我一次
次感动落泪！”一位观众说。

盲人足球比赛，中国男队首战获胜

赛后，他们向观众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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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10月 23 日讯 （记者
施力维 姜晓蓉）23日，杭州亚残运会
田径赛事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
展开角逐。比赛首日，中国代表团发挥
出色，获得6金8银6铜。其中，杭州亚
残运会中国代表团田径运动员史逸婷
（肢残）、刘利（肢残）分别在女子200米
T36和男子掷棒F32决赛中夺冠，并创
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亚残运会田径赛事面向身体残障、
智力残障或视力残障运动员。项目分
级由前缀字母T或F加数字的形式组
成。杭州亚残运会田径赛事一共将产
生153枚金牌，是金牌总数最多的大项。

轮椅竞速，是亚残运会田径比赛中
最紧张激烈的项目之一。运动员用双
手驱动轮椅来比拼速度，时速最高可达

每小时30公里。在女子1500米T54
决赛中，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田径
运动员周召倩（肢残）和两位队友包揽
了该项目的前三名。

没有赢得金牌，同样获得尊重。在
女子铅球F12决赛中，杭州亚残运会中
国代表团田径运动员薛恩慧（视障）获
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薛恩慧常年在
杭州训练生活，戴着眼罩比赛的她，看
不见却能感受到家乡父老的鼓励，“家
门口比赛，有观众支持，也更想拿成绩
去回报大家。”薛恩慧说，后面还有铁饼
比赛，会放手一搏。

中国代表团发挥出色的同时，印
度、伊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
运动员也有上佳表现，首日比赛中共有
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获得了奖牌。

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发挥出色

本报杭州 10月 23 日讯 （记者
杨一凡）23日下午，在杭州棋院（智力
大厦）棋类馆，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
团国际象棋运动员杨亦潇（视障）走出
赛场后被很多人点赞。

13岁的杨亦潇不仅是国际象棋项
目15名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本届
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

“前边下得还很好，后边丢了个兵，
有些可惜。”杨亦潇牵着工作人员的手，
复盘着刚刚输了的比赛，工作人员则耐
心鼓励着他。记者现场专访了这位少
年，听他讲述与国际象棋结缘的故事。

虽然只有13岁，一头短发的杨亦潇
腰板挺得笔直，双手平放腿上，面对记者
的采访，逻辑清晰，思维很快，回答起问
题干脆利落，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杨亦潇老家山东滨州，在就读特殊
教育学校时，一位同学赠送的国际象
棋引起了他的兴趣，摸索着自学，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下棋成了杨亦潇最大
的爱好，“回到家我就下棋，跟着魔了一

样。跟别的棋相比，国际象棋更立体，
下棋时，我能发泄掉很多不好的情绪，
感觉自己改变了很多。”班级里的很多
同学在杨亦潇的带动下，也学起了国际
象棋，下棋成了他交朋友的方式，“交到
了很多比我年长的朋友”。

10月23日的比赛，第一场轮空，第
二场比赛对阵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对手。
赛场上，杨亦潇沉稳出招，“虽然对手很
强，但是我不怕，就尽自己的努力去下。”

这次参加亚残运会是杨亦潇第一
次出省，他充满了好奇。在杭州，杨亦
潇感受到了很多温暖，“工作人员对我
们很关心。”

比赛结束后，杨亦潇很希望能在杭
州多待两天，去逛逛西湖，他还问起了
记者：“听说杭州有雷峰塔？我想去转
一转。”

说起今后的目标，杨亦潇说自己想
达到棋协大师的级别，“虽然现在我的
实力还有差距，难度很大，但是我会继
续努力。”

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亮相国际象棋赛场

13岁的杨亦潇赛后想去雷峰塔逛逛

赛场上的杨亦潇（右）。 本报记者 杨一凡 摄赛场上的杨亦潇（右）。 本报记者 杨一凡 摄

本报杭州 10月 23 日讯 （记者
何冬健 应陶）23日，盲人门球项目开
赛首日，中国盲人门球队迎来“开门
红”，三战皆胜。

盲人门球，可以称得上是“无声的
赛事”。它的规则很简单：双方各三名
上场选手，进攻方一人掷球，防守方三
人听声辨位，在球门前进行拦截，球突
出重围进门便得分，如此攻防交换。

盲人门球比赛用球的重量只有
1.25千克，表面呈颗粒状，篮球大小，里
面有一个能发声的小铃铛。

凭着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杭州亚

残运会中国代表团男子盲人门球运动
员陈亮亮（视障）练就了“旋风发球”的
绝技，仅需3秒就能把球投到对手的球
门处；无数次的摔倒，让杭州亚残运会中
国代表团女子盲人门球运动员张西伶
（视障）有了独到见解，利用身体旋转来
加力掷球，犹如在黑暗中跳华尔兹……

对于中国队队员来说，在浙江塘栖
盲人门球基地门球馆比赛并不陌生，这
里也是他们日常训练的场馆。“能够在
家门口为观众奉献一场比赛，尤其是能
够赢下来，大家都很高兴。”中国盲人门
球男队主教练尹世强说。

盲人门球赛场，中国队三战皆胜

听声辨位，黑暗中的华尔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