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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本 报 杭 州 10 月 26 日 讯 （记 者
沈听雨） 26日，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媒
体吹风会举行。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
总导演沙晓岚、总撰稿人吕媛介绍整体
筹备情况和亮点。

闭幕式将于 10 月 28 日 19 时 30 分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以“乘梦
飞、再相约”为主题，通过《惜别在今宵》

《清茶敬远行》《最忆是杭州》三个表演
章节和《你最精彩》《清茶敬远行》《你最
难忘》三个短片的讲述，展现杭州记忆、
中国心意和亚洲情谊。

沙晓岚用“礼、韵、情”三个关键词
进行解读。

“‘礼’彰显的不仅是告别的仪式
感，也是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沙晓岚
说，闭幕式演出将以“诗画赠别、敬茶拜
别、礼乐送别”的华夏礼仪，展现底蕴深
厚的中华文明和浓浓的中国心意。

借助丰富的创意手段，闭幕式上将
以《惜别在今宵》的舞蹈表演展现诗词
意境，以《清茶敬远行》吟诵唐代诗人陆
龟蒙的《别离》诉说深情，展现诗词带来

的感动。
沙晓岚提到：“我国自古就有‘客来

敬茶’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西湖龙井的制
作技艺和径山茶宴就来自杭州。因此
闭幕式要通过演绎艺术化处理的茶文
化体验，取最好的水、烹最香的茶、敬最
好的朋友。”

中国是礼乐之邦，闭幕式同样要以
中华礼乐奏响情谊之声。整场闭幕式
的音乐将以礼乐为基础，以笛、箫、古琴
为领奏乐器，用当代性、国际化的音乐
表达方式，打造兼具民族性和国际范儿
的音乐作品。比如，《惜别在今宵》章节
会以西方管弦乐与中国传统乐器的演
奏，构建江南风韵和国际气度的音乐风
格；《清茶敬远行》章节会以浙派古琴名
曲《潇湘水云》为蓝本，将古曲的采样进
行变形与发展，形成兼具传统与现代的
声音表达。

“韵”，不仅是杭州韵，更是华夏文
化之韵。

沙晓岚说，在《惜别在今宵》章节，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湖绸伞将
登场，“舞台上，我们能看到听障少女手持
绸伞，漫步在裸眼 3D 视效的青石板路
上。灵动的锦鲤与听障少女、荷花姑娘在
湖面上尽情舞蹈，展现灵动的江南美景。”

在《清茶敬远行》章节，插花、挂画、
焚香、点茶等宋时四雅将陈列场中，展
现宋人风雅。同时，古琴艺术家将现场
弹奏仲尼式古琴。导演团队还从汝窑
瓷器和宋代绘画中汲取灵感，以天青色
为底色，用现代化的视觉语言展现中国
文化气韵。残健融合的学生方阵将共
同演绎茶风之舞，模仿泡茶时茶叶的上
下翻涌，充满韵律感与仪式感。

最后的关键词“情”，在沙晓岚看来
是最重要的。他说：“这里的情，是惺惺
相惜之情，更是残健共融之情。”

闭幕式的 3 个节目均以残障演员
为主体，整场表演共有 213 名残障演
员。他们将在手语姐姐的帮助下，完成
一场视觉盛宴。“排练中，他们付出了比
健全演员更多的努力，也带给我们更多

惊喜。”沙晓岚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昂扬自信和满满能量。

闭幕式的主火炬熄灭环节，导演团
队同样献上了精彩的创意。届时，为盲
人讲电影的义务讲解员将登上闭幕式
舞台，现场为视障群体讲述亚残运火炬
熄灭过程。其间，听障儿童和健全儿童
将乘坐“中华第一舟”共同畅游时空，向
主火炬前行。

“这是我们深情的祝福，希望所有
孩子都有梦相伴；这也是我们对残健共
融真挚的表达，希望所有人都能平等共
享火炬熄灭的荣耀。”沙晓岚说，这是前
所未有的熄火方式，也是杭州亚残运会
独一无二的情感表达。

闭幕式尾声，金桂花瓣将再次撒满场
馆。“如果说，亚残运会开幕式是一朵金桂
的深情，那么闭幕式就是一场告别的盛
宴。”吕媛表示，金桂赠别，这是用力拥抱、
珍重道别的时刻。但亚残运会与杭州彼
此相忆，中国与亚洲彼此相依，这也是为
了重逢的告别，希望大家能和导演团队
一起，共聚这场盛宴，共享这份深情。

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媒体吹风会举行

展现杭州记忆中国心意亚洲情谊

10 月 26 日下午，淳安界首体育中
心公路自行车赛场上，杭州亚残运会中
国代表团公路手摇自行车运动员孙变
变（肢残）迎来自己本届亚残运会的第
一场比赛——公路自行车女子 H1-5
级别个人计时赛。

出发之前，35岁的孙变变大吼了一
声，给自己鼓劲。她知道，今天的比赛
并不容易。两个月前，她的胃部动过手
术，多少影响到日常训练状态。

23 分 51 秒 45，孙变变第二个冲过
终点线，拿下银牌。赛后，杭州亚残运
会中国代表团自行车项目主教练李鹏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你已经很棒
了，继续加油！”

教练的鼓励，让原本一直紧绷的孙
变变放松下来。“结果不是最重要的，能
从事自己热爱的项目，就是一种胜利！”
她笑着说。

笑容背后，是这个徐州姑娘和自行

车解不开的缘分。
儿时，活泼好动的孙变变就爱骑自

行车，“听着风吹过耳边的呼啸声，多畅
快！”不过，那时候，“成为职业运动员”
并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但也是自行车，曾让孙变变坠入人
生的谷底——

2002 年，一次骑自行车上学的路
上，她遭遇车祸，失去整条右腿。手术
后，孙变变看着自己右侧空荡荡的裤
腿，不禁失声痛哭。

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孙变变度过了
一段漫长的消沉期。“有整整三年时间，
我基本躲在家里，害怕别人异样的目
光，不敢一个人出门，把自己‘封闭’起
来。”时隔 20 年，再回忆起这段经历，她
的表情仍充满苦涩。

转机出现在 2005 年。当时，孙变
变去办理残疾人证，工作人员觉得她身
体素质不错，便推荐她去了江苏省残疾
人运动训练中心。“我从小就喜欢体育，
在人生低谷后有这样一个能证明自己
的机会，我挺期待的。”她说。

面对众多运动项目，一道选择题摆
在孙变变面前：是选择较为“保险”的击
剑，还是挑战性更强的自行车？

“教练劝我练击剑，因为自行车训
练量大，出好成绩不容易。”但这反而激
起了她的挑战欲，“自行车是我热爱的
项目，而且我和自行车挺有‘缘分’，从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相信自
己能做到！”

遵从自己的内心，17 岁的孙变变
成为一名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员，在低
谷中吹响反击的号角，站上人生的新
起点。

但她的运动生涯也并非一帆风
顺。起初是训练的难题：大量的体能和
技术训练，让她在骑车时，常常因体力
不支而摔倒。最严重的一次，她摔倒受
伤后，左眼眉骨处缝了两针，眼皮内缝
了一针。

然 后 是 不 得 不“ 转 型 ”的 困 境 。
2012 年，由于自行车级别的调整，她选
择改练手摇自行车。

这样的转变，不亚于一次跨界。“相

当于从零开始。”孙变变告诉记者，自己
以前练的两轮自行车，注重下肢力量和
爆发力，而长距离的手摇自行车，靠的
是上肢力量和耐力。

不过，只要一进入训练场，孙变变
就把这些烦恼都抛诸脑后了，“速度一
上来，什么都忘了！我享受每一次飞驰
的感觉，发自内心喜欢这项运动。”

“人生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努力总能遇到更好的自己。”多年的坚
持和努力后，自行车让孙变变重获“新
生”——

2018 年，她成为全国残运会冠军；
2021 年，她在东京残奥会公路自行车
赛中拿到两枚银牌，代表中国队在手摇
自行车上实现奖牌零的突破⋯⋯

体育让孙变变重新找到人生的坐
标，也让她在生活中走出阴霾，重拾阳
光和信心。“我已经在自己热爱的领域
里闪闪发光了，现在更愿意去大方地展
示自己。”她说，自己经常和其他残障人
士一起去旅游，一起露出假肢，自信地
面对所有人。

和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的孙变变——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飞
本报记者 王柯宇

本报杭州 10 月 26 日讯 （记者
杨一凡） 26 日下午，杭州棋院（智力大
厦）棋类馆围棋项目男团比赛结束，中
国代表团选手收获银牌，韩国队摘得金
牌。至此，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围棋项
目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收获 1 金 2 银
1铜。

“得到男团银牌，我特别开心。”山
东籍选手魏羽纶说。他是一名大四学
生，每天下棋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男
团比赛对阵韩国选手时，尽管实力上

有差距，魏羽纶仍稳定发挥出了自己
的实力。

出战男团比赛的安徽籍老将刘以
敏，接触围棋已经30多年。刘以敏说，
围棋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别样的光彩，

“围棋让我的心理变得更强大，更能看
淡人生得失。”

回顾首次征战围棋国际赛事，亚残
运会中国代表团围棋项目教练霍跃说：

“该赢的棋都赢了，大家发挥出了应有
的水平，作为教练我很满意。”

杭州亚残运会围棋赛事收官

10月26日晚，杭州亚残运会轮椅女
篮决赛，中国队61∶30战胜日本队，以6
战全胜的强势表现，卫冕该项目金牌。

队员们站上领奖台那一刻，在训练
时一向严厉的主教练陈琦笑得格外灿
烂：“美食可以治愈一切，姑娘们晚饭都
没吃，今晚回村大家要好好吃一顿。”

在陈琦看来，轮椅篮球是分量最重
的金牌之一，代表着一群人的拼搏，对
运动员的技术、战术、体能，以及团队磨
合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不是一个可
以速成的项目，要靠‘磨’，要非常深的
投入和热爱。”

在成为国家队女子轮椅篮球主教
练前，陈琦也曾是一名轮椅篮球运动
员。儿时的一次高烧后遗症，让行走和
奔跑成了他的奢望。直到 23 岁第一次
接触到轮椅篮球，陈琦久违地感受到了
飞奔的自由。“轮椅篮球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他说过的这句话，在之后的日子
里不断被队里的姑娘们重复。

陈琦被称为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
的领路人。东京残奥会，他率领国家队
一路披荆斩棘闯入决赛，最终摘得银
牌。这是轮椅篮球在中国开展以来首
次登上残奥会领奖台。

陈琦对队员们说过很多鼓励的话，
其中一句是这样的：“你可以一辈子不
登山，但你心中要有一座山。它使你总
往高处爬，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
自己的希望。”而本次亚残运会，陈琦又
对这句话做出了补充：“我们 12 个人手
拉手，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队员们形容陈琦是一束光，照亮了
她们的生命。曾把“我不行、我做不到”
挂在嘴边的林穗玲成了球队队长，在本
次决赛局势胶着时站了出来，拿下了全
场最高得分 21 分；觉得自己“没什么运

动天赋”的张雪梅逐渐成了队里的主
力，更在东京残奥会闭幕式担任中国代
表团旗手。

在与场馆志愿者交流时，陈琦从不
吝惜展现对国际赛事的向往，“过去几年
交流比赛的机会太少了，亚残运会是一
个很好的舞台。我们珍惜每一场比赛、
每一分钟，想用最好的表现回馈观众。”

本场比赛，中国队漂亮的投篮总能
激起现场一片惊叹。亮眼的表现背后，
是队员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努力。一
年 365 天，她们训练时间超过 300 天，
平均每天投篮超过 400 个。轮椅篮球
没有捷径，每个人都经历过双手磨出水
泡，水泡挑破后变成血泡，又被磨成厚
厚的老茧。

用热爱传递热爱，姑娘们身体力行
地向所有人展示着自己旺盛的生命
力。“一定要去看轮椅篮球比赛！现场
真的太好哭了！”社交媒体上，有太多人
被这支队伍的奋斗精神所感染，为她们
的努力热泪盈眶。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馆的上座率一天高过一天，现场的掌声
和欢呼不断。目光投向赛场时，人们眼
中看到的不再是轮椅，而是从未被生活
击倒的她们。

这也正是陈琦一直希望传达的理
念：胜利不仅仅是赢得竞赛上的金牌，更
是成为生活的冠军。“轮椅篮球本来就是
复健项目，不仅仅是身体上康复，更是心
态上的康复。希望通过我们的展示，让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向球场，
不在乎打得好不好，重要的是有没有迈
出去的勇气，不要输给自己。”

陈琦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
拥有自己的轮椅篮球联赛。根据中国
残 联 公 布 的 数 据 ，中 国 残 疾 人 口 约
8500 万人，其中肢体残疾近 2500 万
人。与此同时，中国轮椅篮球注册运动
员仅有 400 人左右。任重道远，而陈琦
保持乐观的心态：“期待未来！”

中国轮椅女篮战胜日本夺金

我们手拉手，越过一座又一座山
本报记者 蒋欣如 王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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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之星

11米36，10月26日，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田径运
动员夏志伟，在家乡杭州投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夺得了男子
铅球F41级项目的银牌。该项目是专为身材矮小的残疾人
运动员设置的比赛。

今年33岁的夏志伟，已到了运动生涯的后期。没能在家
门口摘得金牌，有一点遗憾，“但我问自己，确实尽全力了”。
夏志伟向记者回顾了运动生涯，运动给他带来巨大改变。

夏志伟相信，铸就铅球的生铁比金银更有价值。因为
铅球运动，这个从富阳山村里走出来的“小个子”，站上过广
州、伦敦、里约等全球各地的大赛领奖台，也为他的生活添
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从2009年投身田径运动铅球训练开始，夏志伟已记不
清多少次将 7.26 公斤重的标准铅球从肩上推出。教练赫
华告诉记者，开赛前两个月，他们一直在南京集训备战。因
为受右手伤病困扰，训练比较艰苦，“小夏常常主动要求加
练，我有时候都会劝他歇一歇。”赫华说，自己也是退役运动
员，但夏志伟的韧性和对训练的执着，让她都感到佩服。

正对投掷区的观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夏志伟
熟悉的富阳方言喝彩声。夏志伟的父母家人也来到了现
场。10 多个他的儿时玩伴，组成助威团，一大早就从老家
出发，到现场给夏志伟加油鼓劲。

多年来，夏志伟一直奔波各地训练比赛，回家的时间不
多。但每次回来，他看起来都比以前要自信、开朗。“话也多
了，我们真心为他感到高兴。”好友何晨骏说。

夏志伟的微信名是英文“Beyond”，意为超越，头像是
里约残奥会熊熊燃烧的圣火。

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关注，面对生命中的不完美，夏
志伟有了挑战和超越的机会。

谈到往后的日子，夏志伟说：“想去做公益，帮助一些重
度残疾人。有机会就去做教练，希望能让运动改变更多残
疾人的命运”。

杭州小伙夏志伟再次站上领奖台

—
—

小小铅球

，比金银更有价值本报记者

施力维

姜晓蓉

朱浙萍

这几天，杭州亚残运会正在如火如
荼举行，不少学校把课堂搬到了赛场。
小学生热情地为运动员加油呐喊的画
面，成为赛场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很多小学生未必看得懂比赛规则，
但在赛场上，能看见人生必备的许多美
好品质，对孩子们来说，亚残运会是难
得的人生课堂。

这是一堂成长励志课。亚残运会
赛场上，最不缺的就是励志的故事和镜
头：有口咬拉力带、头撞池壁的“无臂飞
鱼”郭金城，有射箭场上用脚撑弓、用嘴
咬箭的“无臂少女”西塔尔·黛维，还有
躺着举起3到4倍于自己体重的举重运
动员⋯⋯当孩子们看到这一个个挑战
自我、顽强拼搏的身影，了解到他们与
命运不屈抗争的人生故事，小小的心灵
一定会受到极大震撼。在这堂课上，残
疾人运动员就是最好的老师，用他们如
圣火般蓬勃热烈的生命，让孩子们感悟
体育之美、生命之光。

这是一堂文明礼仪课。在观看赛
事时，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安

静，动静之间都能体现观众素养和尊重
意识。当他们在观看田径比赛前，全场
保持鸦雀无声，以便让运动员清晰听到
发令枪；当他们不仅为中国代表团加油
欢呼，也为外国代表团送上最热烈掌
声；当他们在国歌奏响、国旗升起时，全
场起立行注目礼⋯⋯一个个小细节，如
春雨无声润泽，让孩子们感受文明之
风、有礼之意。

这还是一堂平等包容课。“看到最
后，我几乎都忘了他们是残疾人。”“她
在赛场上的英姿飒爽，让我觉得她只是
个运动员。”这是杭州萧山瓜沥镇的小
学生在看过比赛后写下的观后感。通
过观看比赛，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身上的
坚强、勇气，理解他们站上竞赛舞台之
不易，孩子们对残疾人的感情，将不再
只是同情，更多的是尊重、是敬佩，是每
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人生的感悟。

萨马兰奇曾说过，残疾人运动是唤
醒人类良知的运动。我们要感谢这些在
赛场上拼搏的人、笑对命运的人，他们是
最好的老师，教会我们如何善待生命，如
何追逐梦想。不光是对孩子，对所有人
来说，亚残运会都是珍贵的人生课堂。

一堂珍贵的人生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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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残运燃评

10月26日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倪雁强 摄

（上接第一版）
“杭州亚残运会将为我国残疾人

体育事业发展乃至社会文明进步发
挥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有助于在体育
设施、环境等方面创造更有价值的可
持续赛后遗产和赛会资源，使包括残
疾人在内的广大民众受益。”杭州亚残
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副秘书长勇志军
表示。

自2018年接过亚残运会“接力棒”
以来，浙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大力发
展残疾人体育事业，统筹备战和筹办各
项工作，推动浙江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交出了优异答卷。

本届亚残运会上，浙江共有 69 名
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人数
为历史之最，参加田径、游泳、射箭、赛
艇、皮划艇、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举
重、跆拳道、草地掷球、围棋、盲人门球、
盲人足球、坐式排球、轮椅篮球等16个
大项的比赛。

截至目前，浙江残疾人运动员取得
的成绩令人瞩目：皮划艇运动员谢毛三
夺得亚残运会首金；浙江优势项目游
泳，已获得13枚金牌；以浙江省运动员
为班底的中国残疾人草地掷球队，目前
已取得4枚金牌。

杭州亚残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浙
江省残联理事长吕林表示，浙江省残联
将聚焦“办赛精彩、参赛出彩、事业添
彩”，用足用好杭州亚残运会留下的宝

贵成果，积极谋划、接续奋斗，在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残疾人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杭州亚残运会在无障碍环境建设
等方面给浙江省和杭州市带来巨大变
化。据了解，杭州市已推动改造提升点
位 14 万个，建设省级无障碍社区 121
家，同时为 1.5 万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
行无障碍设施改造；市区两级共开展了
残疾人综合性运动会及各类单项体育
比赛、健身周、文化周、“康复体育进家
庭”等各类赛事和活动1000多场次，超
过50万人次参与等。

杭州市残联积极参与家门口的盛
会，带领全市残障兄弟姐妹当好东道
主，讲好杭州故事。“随着亚残运会的召
开，杭州24万名残疾人感受着、体会着
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给自身发展带来
的改变。残疾人朋友深切感受到：生活
更便利、状态更自信、融合感更强了。”
杭州市残联理事长杨英英说。

杨英英表示，下一步还将做好三件
事：一是进一步推动残疾人体育设施建
设，做好亚残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让
更多残疾人走进场馆享受运动带来的
快乐；二是积极举办残疾人体育赛事和
活动，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发展；
三是加快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大力开
展青少年体育爱好者的挖掘和培育，让
运动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
强、更好、更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