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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深意的文化，往往回味无穷、
余香缭绕。

杭州亚残运会已进入赛事时刻。
线上线下，有关开幕式的讨论热度依旧
不减。10 月 22 日晚，舞台上的桂香在
场馆内外弥漫；“桂冠”火炬点燃的拼搏
精神正在赛场上涌现；主题曲唱出的

“深情”，感动着参加赛事、观看比赛的
每一个人⋯⋯

从杭州亚运会到杭州亚残运会，人
们传递、赞叹、感动着人文盛宴中流淌
着的文化魅力、科技温暖和动人情感。

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继续闪耀芳
华——

要说亚运“三小只”的最佳 CP（配
对），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当仁
不让。从开幕式初章到尾章，以良渚文
化中神鸟形象为设计灵感的“飞飞”，憨
态可掬的模样，让不少观众直呼“可可
爱爱”“萌萌哒”。

记者了解到，这些天，下载并使用
“飞飞”微信表情包的人，与遍布杭城的
“飞飞”人偶合影的人和购置“飞飞”IP
周边的人都多了。感受到人们的热情，

“飞飞”的设计者、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
术学院青年教师李洁深受鼓舞，“‘飞
飞’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转化而来，代表

了中国的独特魅力。”
“在良渚文化中，鸟或玉器上常常

会出现漩涡纹，这种纹理是太阳的象
征，寄托着一种向阳而生的期待。一个
人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身体，更多的还
在于内心。‘飞飞’告诉大家，残疾人也
能自由飞翔。”李洁希望能通过街头巷
尾、赛场内外展翅欲飞的“飞飞”，让更
多人看见文明在中华大地生长的故事，
也希望“飞飞”给运动员衔去超越自我、
逐梦折桂的佳音。

浙江特色地域文化，有了更好的展
示窗口——

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象征祥瑞与力量。在开幕式暖场表演
上，从四面八方腾飞而来、色彩鲜艳的
九条“浙江龙”热热闹闹、夺人眼球。萧
山河上板龙、临安水龙、开化香火草龙、
遂昌车龙、浦江滚地龙、德清桑叶龙、磐
安女子金龙、安吉竹叶龙、奉化布龙，它
们历史悠久、扎根泥土，是代代相传的
文化基因和技艺，寄托着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来自德清县康乾街道金鹅山村的
桑叶龙，最早由村民童宝松根据德清蚕
桑文化设计。在登上“大莲花”之前，童
宝松带领着一支民间舞龙队伍默默排

练。那一夜舞动之后，童宝松感受到自
己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能在我
们手上丢了，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亚残
运会给了我们展示的舞台，让舞龙文化
在这样世界级的大场面上留下风采。”
童宝松说。

残健共融、美美与共的理念，深入
人心——

听障儿童与健全儿童同唱《我的祖
国》；轮椅舞者与健全舞者协作共舞；全
体表演者和志愿者带领全场观众用手
语共同演绎主题曲《我的深情为你守
候》⋯⋯精心用心的编排，感动着现场
和荧幕前的每一名观众。

想起那一晚，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陈军评依旧心潮澎湃。他
是一名听障者，开幕式现场，就坐在升
旗台前的观众席上。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我
的爱为你保留；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
地方，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通过现
场手语“听”着《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陈
军评感慨万千。“我喜欢跑步、打羽毛
球，也和健全人一起上班、交朋友。我
相信，听障者有能力靠自己的劳动过上
美好的生活。”

科技的人文温度，指引前沿科技的
发展方向——

看完开幕式点火仪式后，强脑科技
产品体验官、下肢残疾的小林在朋友圈
写下6个字：“科技改变生活。”

穿戴着智能仿生手，杭州亚残运会
中国代表团游泳运动员徐佳玲一路跑
向主火炬塔。她用“意识”操控仿生手
与火炬“桂冠”交握，俯身点燃圣火。这
是全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
在国际体育赛事上点燃圣火。点火的
智能仿生手，就来自位于杭州的国内首
家脑机接口领域独角兽企业强脑科技。

什么是科技的底色，科技为谁服
务？在强脑科技高级副总裁兼合伙人
何熙昱锦看来，科技应以人为本，使生
活更美好。“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可以让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残障人士的需求，从
而更好地开发和改进科技产品和解决
方案，也有了与其他高科技企业的合作
交流机会，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何熙昱
锦说。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赓续
而昌盛。从历史文化积淀，到思想理念
传递，再到前沿科技展示，杭州亚残运
会开幕式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昭示着

“两个亚运、同样精彩”。

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文化印记持续引发热烈讨论——

人文盛宴 回味无穷
本报记者 严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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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刻
两块金牌稳稳进账！在10月24日举行的杭州亚残运

会草地掷球男子个人 B3 级、女子个人 B3 级两个项目决赛
中，接触这项运动还不到 3 年的中国代表团草地掷球运动
员宋晋齐（视残）、孔桥丽（视残）分别战胜对手，为首次组队
参加该项目的中国队开了个好头。此外，中国代表团草地
掷球运动员吴燕丰（视残）也拿到了女子个人 B3 级的银
牌。这支中国队的 12 名选手全部来自浙江。3 年前，他们
还是盲人按摩师、家庭主妇、平凡打工者⋯⋯草地掷球项目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27岁的杭州富阳人孔桥丽身披国旗，满脸笑容地走下
比赛场地：“决赛时的心态比之前更轻松，因为是中国队内
部对垒，这枚金牌已经属于我们了。”在中国队中，孔桥丽是
运动经验最丰富的队员。出生时就有严重白内障和散光的
她，从13岁时开始了残疾人田径项目的训练，拿过杭州市残
疾人运动会的100米、200米、400米及五项全能的金牌。可
为了照顾爷爷奶奶，她放弃了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

在离开赛场5年之后，孔桥丽在家人的鼓励下进入了草
地掷球选拔队，刻苦的训练和运动天赋让她很快崭露头角。

要在 40 米长、5 米宽的赛道上，将 1.5 公斤重、质量不
对称的偏心球体掷向白色目标球，并围绕目标球在线道上
与对手进行攻防对抗，没有足够的视力帮忙，孔桥丽只能靠
海量训练，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我的教练。”在获得冠军后，孔桥
丽这样告诉记者，“这 3 年里，教练都没时间陪伴自己的家
人，一直陪着我训练。”

以 7 分之差输给孔桥丽的吴燕丰今年 38 岁，来自衢
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接触草地掷球项目之前，她的生
活很简单，白天在家附近的工厂打零工，晚上在家带孩子，

“白天的时候，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到影子，到了晚上，眼前
就是一片黑了。”

曾经两点一线的生活消磨了吴燕丰的热情。她疏于打
扮，交不了太多朋友，而草地掷球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次集中训练之后回家，家里人、朋友就说我变了很
多。”吴燕丰说，变化发生在她的容貌和谈吐上，“我知道，其实
是我的心理在变化。心中有奔头，也有自信了。”

改变同样发生在曾经的工厂工人宋晋齐身上，来自衢州柯城的他把这枚金牌
归结为“幸运”：“我接触草地掷球就是机缘巧合，很偶然也很幸运，2021 年队伍在
选拔时，如果不是街道的工作人员找到我，我就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了。”在宋晋齐
看来，有一天能在蓝天、阳光下运动，是他3年之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画面。

组队时间不长，却能拿下一连串的好成绩，中国队是怎么做到的？“在国内，健
全人的草地掷球项目在广东、浙江普及得不错。”中国代表团草地掷球队领队、衢州
市残联副理事长姜小明告诉记者，在 2021 年第十四届全运会上，以衢州队员为班
底组成的草地掷球队伍拿下了冠军。基于此，衢州开始负责组建残疾人草地掷球
队，承担亚残运会备战训练任务。

“对于残疾人的训练，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经验，很多技术细节都是按照健全人
标准进行的。”中国代表团草地掷球队教练刘元英说，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这样
的高标准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汗水，“比如视力残疾的运动员，从 4 米线开
始掷球，用多大的力，用怎样的角度，球才能划出理想的曲线，需要一次次尝试，直
到形成肌肉记忆。”

好在这些付出有了回报。在接下来 3 天的赛程里，中国队将向更多的金牌发
起冲击。

中国队首次参赛草地掷球开局不俗不单收获金牌

，更收获崭新人生
本报记者

张

苗

金思成

10 月 24 日，杭州棋院（智力大厦）
棋类馆，国际象棋比赛进入第二天。每
次激烈对决后，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
团国际象棋运动员杨小燕（视残）来不
及喝水，就走到休息室跟教练认真复盘
起了比赛。

人生如棋局，一子落而全局变。80
后杨小燕觉得自己很平凡，但征战亚残
运会，站上更大的舞台，为她的生活打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杨小燕是杭州人，两三岁时出现视
力不清，知名专家都看过也没能扭转情
况。记者与她隔桌而坐，她说：“我只能
看到你脸的大概轮廓。”在杭州市西湖区
蒋村街道残疾人之家工作的她，平时负
责管理台账等工作，生活简单而充实。

说起跟国际象棋结缘，她爽朗大
笑：“那就是一次神奇的经历。”

今年，单位通知有棋类运动基础的
杨小燕前往山东聊城，参加 5 月由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等主办的全国残疾人国
际象棋推广活动。本以为是一次普通
出差，但这趟旅程意外打开了她通往国
际象棋的大门。

残疾人国际象棋比赛规则与健全人
一样，但供视障选手使用的棋盘与常规棋
盘有所不同，方格有凹有凸，棋子底部有
插杆，可以嵌入棋盘，增加稳定性。黑方
棋子顶部有凸起，便于选手触摸区别。视
障选手要把棋盘装在脑子里，每走一步
棋，局面都要发生变化，极为考验选手。

几天的培训后就开始比赛。杨小
燕说：“第一局比赛几分钟就被打败。
下到第七盘棋时，我就赢了对手，教练
都很意外。”一周左右，她就从一个新手
成为女子组第二名。杨小燕说，可能自
己确实跟国际象棋有缘分，对弈中的魅
力深深吸引着她，从中感受到不断提升
自我的进取力量。

当杨小燕接到成功入选国家队的

通知时，她颇感意外：“当时很激动，但
是压力接着就来了，国家队是要为国争
光的。”

“从选拔人才到集训再到参加亚残
运会，时间很短，而对手实力强大，压力
确实不小。”国际象棋项目教练王杰介
绍，集训分为理论学习、复盘分析、对练
等多个环节。其中，视障队员的训练难
度尤其大，他们要在脑海中记住棋盘、
每次落子后的局势，“最难的是往后边
的计算，非常考验脑力和心性。”

杨小燕和很多队员常常提前起床，
练习到深夜，“脱离熟悉的工作，每天都
是学习和对局，生活节奏变了，但这段
时间感觉成长了很多。”

第一次参加高规格的大赛，在对战
伊朗、泰国、越南代表团实力强劲的选
手时，杨小燕依旧表现得冷静平稳：“以
前跟高手对决，心里很害怕，不停送
子。现在不会了，面对对手更勇敢了，

但是在控制局面上还需要提升，也会向
优秀的选手进一步学习。”

眼睛虽看不清远方，但从未停下为
生活奔忙的步伐。杨小燕曾经在华为
手机店从营业员做到店长，用电脑时，
眼睛几乎贴着屏幕，自学盲打键盘。她
还自考了大专和本科，去年通过网课等
自学，并报考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
生，但英语成绩不好未能如愿。今年，
她已经准备再次考研。

一路跌跌撞撞，却步履不停、全力
以赴的杨小燕，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虽然家里生活有保障，但是人要看长
远，技多不压身，不能停止学习。人的
一生免不了面对各种痛苦，敢于去寻找
自己的目标，不怕困难努力向前。”

杨小燕说，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后，会去教更多残疾人学习国际象棋，
让更多残疾人朋友感受到棋盘间的精
神力量。

浙江籍选手杨小燕征战国际象棋赛场——

与命运对弈，每一步都算数
本报记者 杨一凡

本报讯（记者 刘俏言 李睿 马赛洁）
1 金 3 银 2 铜，这是中国亚残运会皮划
艇代表队在本届杭州亚残运会上定格
的收获。

完赛之际，富春江畔，出乎意料地
上演了一场现场版“非诚勿扰”——教
练和队友集体给中国代表团皮划艇运
动员陆晓聪（肢残）现场征婚。

在那之前，陆晓聪的心情谈不上
好。刚刚参加了皮划艇男子 KL3 级决
赛的他，未能收获奖牌。结束比赛的陆
晓聪有些失落，一个人站在皮划艇架旁
愣神了很久。

在休息室收拾好心情，陆晓聪换了
一套衣服，迎面遇上了刚刚夺得皮划艇
女子 KL3 级铜牌的蔡余庆燕。她掏出
手机，亮出一张照片，特地朝记者的镜
头展示。这是一张陆晓聪在比赛现场
的照片，他背着书包转头微笑，看起来
很阳光，照片下方赫然打上了“征婚”两
个大字。

看到队友在给自己征婚，这个身高
1.82米的大男孩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跑
过来遮挡住镜头。

蔡余庆燕笑着躲开，继续对着镜头
为陆晓聪吆喝：“这是我们队第一帅，目
前单身，29 岁，有意向的姑娘赶紧过
来！”一旁，谢毛三也赶紧补充道：“这是
一个很暖的男孩子。”

被队友夸得不好意思，陆晓聪“逃”
出了镜头，几秒后又被教练李戴源带了

回来。
“希望有意者跟晓聪联系，谢谢姑娘

们！”征婚最后，李戴源不忘总结发言。
其实，这是一场早有策划的惊喜。
陆晓聪是富阳人，老家甚至就和富

阳水上运动中心同处东洲岛上，这次是
真正在家门口比赛。“我们想着肯定有
不少父老乡亲来看，是个征婚的好机
会。”蔡余庆燕说，整个队里就只剩下陆
晓聪单身，大家都替他着急，“本来想给
他拉个横幅，被他拒绝了。”

陆晓聪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团宠”，
在教练和队友们的口中都是“必须五星
好评”。

“陆晓聪是特别愿意帮助别人的运
动员，他有很珍贵的品质。”李戴源说起
陆晓聪，语气柔软了起来。

训练时，陆晓聪要是看到码头上的
皮划艇没有绑好，都会帮教练一起绑；
每次训练时，也是他把一艘艘艇放下
水，帮助队友训练⋯⋯

这些事在陆晓聪看来“不值一提”，
也早已成了习惯。他说，队友不少坐着
轮椅，他相对行动方便，帮他们是“应该
的”，为教练分忧也是“该做的”。

团队的和谐相处，与教练李戴源
这位主心骨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我
经 常 告 诉 他 们 ，你 不 是 一 个 人 在 战
斗，永远可以把后背交给你的战友。”
李戴源说。

请记住这支队伍里的名字——虞
小伟、陆晓聪、谢毛三、史伟、蔡余庆燕、
王珊珊。他们不算年轻，但他们依旧未
来可期，剑指明年的巴黎残奥会。

皮划艇项目完赛后，中国队开启征婚模式——

这集“非诚勿扰”是一种凝聚力

（上接第一版）
杨金奎提到，本届亚残运会参赛人

员中轮椅使用者接近 1100 人。杭州亚
残组委在亚残运村、淳安分村和轮椅篮
球、田径、游泳、射击、羽毛球等竞赛场
馆设置了 10个轮椅、假肢维修站点和 3
辆流动服务车，组织了 67 名专业维修
技师全天候待命，为运动员安心参赛提
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场内运动员奋力拼搏，场外观赛氛
围浓厚热烈。截至 23 日，杭州亚残运
会已售出35.9万张赛事门票，销售情况

良好。
“本届亚残运会门票价格设置可以

说是超低价位，着重是想让更多的观众
能够到现场观看比赛，为残疾人运动员
助威加油。”毛根洪说。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各个竞赛场馆
根据承办的项目特点、场馆特征、赛区
特色，结合残疾人特点，设计并展现不
一样的体育展示内容，为赛事营造热烈
温情的气氛。例如，轮椅篮球赛场选用
了听障人士作为现场啦啦队进行表演，
虽然表演者听不到声音，但通过场边工

作 人 员 手 势 指 挥 ，同 样 释 放 出 火 热
激情。

“这几天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每一个场馆为残疾人运动员营造的热
烈赛场氛围，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杭
州市民对残疾人运动员极大的热情和
鼓舞。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观众极高
的文明观赛素养，诠释了‘阳光、和谐、
自强、共享’的办赛理念，我们的残疾人
运动员非常感动。”杨金奎说。

为前来观赛的残障人士提供贴心
服务，杭州亚残组委也下了不少功夫。

竞赛场馆进场的安检环节，规划了
专用安检区域和无障碍安检通道，安排
手语和外语志愿者现场引导，保障观众
快速、安全、便利入场；观众区域的无障
碍座席数量，从原先的千分之一提高到
百分之一以上。

“我们在动线设置上充分考虑到残
障观众，设置了观众无障碍通道、无障
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等设施，并提供
手语翻译、轮椅等辅助服务，为观众提
供舒适、有爱的观赛环境。”临平体育中
心场馆群新闻发言人吴巍峰说。

从运动员到观众，赛场内外“有爱无碍”从运动员到观众，赛场内外“有爱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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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图为比赛中的宋晋齐。 本报记者 张苗 金思成 摄

10月22日晚，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图为开幕式表演。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10月22日晚，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图为开幕式表演。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