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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柯宇）“加油！加
油！”24 日下午，杭州亚残运会场地自行车
男子个人 C1—3 级 1000 米计时赛决赛，观
众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把赛场气氛推
至最高处。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场地
自行车运动员李樟煜（肢残）正拼尽全力，
在赛道里飞驰。

对于这位已经 35 岁“高龄”的自行车
名将来说，这场比赛是他通往巴黎残奥会
的一次“期中考”。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一支由他父母、妻子、儿子等50
余人组成的亲友团，专程从老家临安赶到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自行车馆为他加油。

1 分 11 秒 019！有了额外动力的李樟
煜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赢得金牌。

“爸爸，你又赢了！”今年 8 岁的李沐
辰脸上涂着“加油”彩绘，激动地向李樟煜
喊话。“老大，你是好样的！”妻子章姑青也
一边喊，一边向李樟煜挥手，“老大”是她
对李樟煜的昵称。接收到“讯号”的李樟
煜笑得灿烂。走下赛场之前，他停下脚
步，向母子俩挥手致意。

这样的“隔空问候”，其实是李樟煜和
家人一次难得的相聚。作为残疾人自行车
领域的“战神”，李樟煜是三届残奥会冠军、
场地自行车男子个人 C1—3 级 1000 米计
时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荣耀和光环的背
后，是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一年
中，他有 300 多天在全国各地的训练场上
度过。

同样是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员出身的章
姑青一直支持李樟煜在赛场上“追风”。她
知道，李樟煜心中有一团火，想为巴黎残奥

会好好拼一把。“平时我让他安心训练、比
赛，家里有我呢。”章姑青笑着说。

儿子李沐辰，更是李樟煜的“头号粉
丝”。“我爸爸超厉害的，他是冠军！”活泼的
李沐辰告诉记者，今天爸爸获得了他的第
28枚金牌。

在现场见证第 28 枚金牌的，还有李
樟煜的母亲郑玉丽。看到儿子夺冠后，郑
玉丽双眼潮湿，她想起了儿子刚学会骑车
时的样子——由于先天性脑瘫，儿时的李
樟煜走不稳路。但一坐到自行车上，就像
换了个人似的，手脚特别有劲。20 岁时，
李樟煜成为一名自行车运动员。郑玉丽
说，她最喜欢李樟煜骑着自行车笑的样
子，“他开心，我就开心。”

有了亲友团助阵，李樟煜信心十足，他
说：“家人就是我最足的底气，接下来的比
赛，我会继续好好表现！”

50人亲友团为自行车名将打气

李樟煜：家人给了我“追风”的底气

连日来，杭州亚残运会各项比赛陆续
举行，运动员们顽强拼搏、自立自强的精神
和表现让现场观众热泪盈眶，但众多小项
也让不少人困惑——比如男子田径 100
米，为什么要被细分为15个级别？

本届亚残运会共设有 22 个大项、564
个小项，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小项？这些
级别又是如何确定的？记者围绕大家关注
的问题采访了专业人士。

“分级是为竞赛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
台，确保运动员的伤残级别与其运动表现相
一致。”亚残运村分级综合中心主任、亚残组
委工作处副处长杜锦虹告诉记者，残疾类别

相同，但程度不同，运动能力也会不同。因
此，在比赛开始前，需由专业分级师对需要
分级的运动员进行评估，包括医学检查与运
动能力观察，确保残疾程度、运动能力相近
的选手被分在同一组别进行比赛。

杭州亚残运村分级综合中心的一个个
隔间内，摆放着各类医用诊疗设备和竞赛
器材，本届赛会八成的分级工作在这里完
成。杜锦虹说，本次亚残运会共有 90 余名
来自全球各地的分级师，他们都是拥有丰
富医学知识的专业人士，由各个国际单项
组织任命。本届杭州亚残运会成立了分级
委员会，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分级专家、
运动项目专家。

一名运动员的平均分级时间大概在 1
到 2 个小时，每个项目的分级评估方式都

不尽相同。除了通过仪器检查评估外，运
动员还需要按照各单项组织的要求着装、
携带规定的器材参加分级，并做出相应动
作。“比如对轮椅击剑运动员分级，分级师
会让运动员穿戴比赛时相同的装备，如果
需要使用绑带的，在分级时也必须使用绑
带。分级师还会和运动员进行模拟对战，
以确定他们的运动能力。”杜锦虹说。

分级通常采用“字母+数字”的命名格
式。字母代表项目，数字代表运动员的残
障类型和等级。以男子 100 米为例，该项
目 被 分 为 T11-13、T34-38、T44、T47、
T52-54、T63 和 T64 共 15 个级别。其中，
T 代表径赛项目，第一个数字分别代表视
力障碍、肢体障碍、智力障碍等不同残障类
型，第二个数字则代表残障等级。一般来

说，第二个数字越小意味着残障等级越高。
除了赛前的分级评估，分级师还需要

对运动员进行赛时观察。细心的观众可
以在每个赛场找到分级师。他们会根据
运动员的实际比赛表现，确认是否需要调
整分级结果，以保证比赛公平公正。如果
运动员对分级结果不认可，也可以提出申
诉/抗议。

可以说，分级是残疾人体育赛事特有
的组织工作，也是其区别于健全人体育赛
事的最大不同之一。亚残运会的小项会根
据运动员的分级而发生变化。审查过程
中，部分参赛者因损伤不符合项目要求被
取消参赛资格，导致人员减少，项目也会随
之减少。分级后，如果有运动员的级别发
生了变化，部分项目也会或取消、或合并。

90余名分级师来自全球各地，由各国际单项组织任命

分级，让运动员公平竞赛
本报记者 蒋欣如

本报杭州 10 月 26 日讯 （记者 应磊）
今晚，亚残运村文化屋里热闹非凡，浙江省
非遗传承人、残疾艺术家麻根英在这里制
作香囊，制作台旁围满了运动员，一个个兔
子形的香囊令他们爱不释手。“桂花香味很
受欢迎，我特地多带了些天然干桂花，足够
制作50个香囊。”麻根英说。

10月16日至28日，包括麻根英在内的
杭州市残联“手艺超人”文创品牌残疾人艺
术家，在文化屋进行艺术项目展示体验。丰
富的展品和有趣的互动活动，常常让在这里
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村民”流连忘返。

“文化屋有衍纸、剪纸、扇面画、干花香
囊等体验项目，大家在这里感受中国文化，
还可以把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带回家。”亚
残运村文宣与媒体服务中心活动执行专员
祝侃磊说。

来自伊朗代表团的辅助竞赛人员Far-
had Aghamoradi saghghezchi 说：“在
辛苦的比赛之余，能够在文化屋沉浸式感受中
国文化，这真的让我感到幸福。”

多种形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例如通过

现代智能科技带来的互动体验，令“村民”感
到新鲜和惊喜。“像八段锦3D视频跟练、AI
智能妙绘机器人、智能印章篆刻等智能互动
活动，非常受欢迎。”亚残运村文宣与媒体服
务中心对外文化交流服务专员胡兰说。

智能印章篆刻大受欢迎，每天限量推
出 40 方。一名来自印度的随队官员，准备
刻一方有自己中文名字的印章。在确认篆

刻内容后，他在触摸屏上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年代风格、字体样式、设计细节等选项
后，按下“确定”按钮，机器就开始运作。几
分钟后，一枚精美的印章就制作完成。

文化屋里，弥漫着运动员对中国文化的
热情，很多人在这里尝试书写中文。来自印
度代表团的运动员德维写下刚刚学会的中
文——亚残运会口号“心相约，梦闪耀”。

“这几天，我在亚残运村学会了一些中
文，我想写下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德维对
文化屋的活动很感兴趣，“这里的活动都很有
趣，让人感到愉悦，为了参加这些有趣的互动
活动，我一大早就到这里来了。”

文化屋里，一些由浙江残疾人艺术家
制作的艺术品陈列其中。“其中有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的作品，也有一些国际大赛
金奖作品。”祝侃磊介绍，比如钩针编织作
品，在今年 3 月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残疾人
技能大赛中拿到金奖。

杭州残疾人书法家王渊鹏也在文化屋
为运动员创作书法作品。当得知他是亚残
运会火炬名字“桂冠”的书写者，伊朗代表
团运动员就把他们各自的奖牌挂在王渊鹏
脖子上，一起分享快乐。王渊鹏说：“我们
虽然语言不通，但心心相印，能共同感受创
作的激情。”

数日前，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
森斯专门来到文化屋体验，并连连称赞：“竞
技比赛通常非常紧张、充满挑战性，运动员
在比赛和训练之余，需要一个放松身心的地
方，来缓解这些压力。来到文化屋，可以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杭州的风土人情，这
样的体验非常难得。”

文化屋里众多艺术项目给各地运动员带来惊喜

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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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日记

运动员在文化屋进行体验。 受访者供图

本报杭州 10 月 26 日讯 （记者 王逸群）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
史。当世界将目光聚焦于南端起点的大运河杭州段，也看到其积淀深
厚的文化底蕴。在参加亚残运会的官员、运动员眼中，它又是怎样一
番模样？今天，近50名亚残奥委会大家庭成员开启了运河之旅。

当运河游船从武林门码头缓缓驶出，望着眼前垂柳、古桥构成的
“诗情画意”，新加坡残奥委员会运动员陈汉松用“细腻”二字，形容这条
蜿蜒流淌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美，不仅在于碧波荡漾的景观，更在于历史的厚重感。”在
亚残运会闲暇之余，他将镜头从赛事侧转向城市侧，感受千年运河在新
时代焕发出的新活力。

作为马来西亚残奥委员会主席，梅格丹尼夫沙里曼曾多次参加国
际残运赛事。杭州之行，各项服务都让他感到专业、贴心：使用轮椅的
嘉宾乘车时，志愿者会为其拉下无障碍踏板；漫步桥西历史街区，来往
居民、游客的友善、热情，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深印记。

桥西历史街区临近大运河，因位于拱宸桥西面而得名。在参观中国京
杭大运河博物馆时，梅格丹尼夫沙里曼详细了解了运河的历史与发展。听
到早在清朝，这里就是水陆码头和商埠之地、接纳五湖四海客商时，他感慨
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包容，这是运河的特征。”

除了生动的介绍和讲解，互动体验环节也让这些天南海北的国
际宾客对中华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乘着轮椅，东帝汶残奥委
会主席卢卡斯·马特乌斯一路无障碍“走进”手工艺活态馆。刻纸、刺
绣、竹编、油纸伞⋯⋯志愿者推着轮椅，让他近距离了解每一项非遗
技艺以及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径直走进中厅，5张长桌整齐摆列，上面摆放了制作定胜糕所需
的面粉和水。一旁，讲解员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尤其暖心的
是，其中一张长桌降低了10厘米。这是专门为残障人士预备的轮椅
座席区。卢卡斯·马特乌斯将轮椅推到此处，高矮适中的桌子让他感
到舒适。看着自己亲手做好的糕点，他露出欣喜的笑容，连连向志愿
者道谢。

“杭州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这里的用心。”
卢卡斯·马特乌斯赞叹。

亚残奥大家庭成员开启无障碍运河之旅

细节里，流露出杭州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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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残运会小百科

插线、打胶、盖灯罩⋯⋯走进位于淳安县的浙江旭光电子企业残
疾人之家，一条辅助性就业生产线上，43 名残疾人员工正忙着组装
LED灯具等产品。在这里，制作灯泡的工序被拆分成10多个不同的
步骤，每位员工只需完成其中一道工序。

今年 22 岁的毛徐有先天性右肢残疾，去年初来这里上班，在生
产线上负责压制灯泡，现已成为一名熟练工。“每天的工作量不大，我
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在这里上班很开心，也很珍惜这个家门口
的工作机会。”毛徐有说。

“我们根据每位员工不同的残障类别和程度来安排具体岗位，
目前这条辅助性就业生产线的日均产能超过 8000 个灯具，员工人
均月收入达到 3000 余元。”浙江旭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崔喆介绍，公司于 2017 年成立辅助性就业车间，初衷是为残疾
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

除了辅助性就业车间，浙江旭光电子企业残疾人之家还设置了
文体活动室、康复室、休息室等服务功能室，建筑面积达 1500 平方
米，致力于为员工打造一个温馨有爱的家。

在离生产线不远处的文体活动室，记者看到有智能电动走步
机、下肢功率车、腰部放松器、重锤式手指训练桌等六类辅助器具，
可为残疾人之家的员工提供个性化运动服务和体验。

“每天中午我都会到文体活动室运动一会儿，特别是腰部放松
器，能很好地帮助我缓解久坐后的腰部酸痛。”员工余新林告诉记者。

“在就业帮扶之外，我们残疾人之家还注重康复医疗，让员工的
工作生活更健康、更快乐。”崔喆表示，企业会定期为残疾人员工提供
康复训练、体检、心理咨询和辅导等服务。

据了解，浙江旭光电子企业残疾人之家主要面向淳安县劳动年
龄段内的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兼顾其他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
技能培训、辅助性就业、心理疏导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服务，为残
疾人打造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浙江旭光电子企业残疾人之家：

打造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本报记者 王柯宇 共享联盟·淳安 胡 璇

浙江旭光电子企业残疾人之家：

打造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本报记者 王柯宇 共享联盟·淳安 胡 璇

逯海涛

紧张激烈的赛场上，不时闪现温馨一刻。
伊朗射击选手萨雷赫·贾万马尔迪获得银牌后，抱着宝宝一起上

台领奖，浓浓母爱溢于言表；三天夺三冠，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自行
车运动员李樟煜一句“这里，我家，我玩命地完成”，感动全网，而看台
上的妻子直夸他“真帅”；中国代表团皮划艇运动员陆晓聪获得第七
名，赛后妈妈抱着他激动落泪：“不管成绩如何，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对残疾人运动员来说，家人的爱和支持是最坚强的后盾，也是强
大的力量源泉。家就像港湾，累了、伤了，总能在这里积蓄能量，元气
满满再出发。对广大残疾人朋友来说，社会是更大的“家”，而我们每
个人都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人不为众，独木难成林。对残疾人朋友来说，更好地融入社会
大家庭，和周围建立充分的联系，才能走出孤岛，走向精彩。

中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真正高质量地实现残健共融并不是轻
松的任务，但是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就会越
来越多，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强。杭州亚残运会上，残健共融的温暖氛
围在全场流淌，浙江残疾人事业开放、融合的格局也进一步向世界展
现。浙江省有312万残疾人，秉持着“普惠+特惠”的原则，织密筑牢残
疾人民生保障安全网，实现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政策全覆盖，加快发
展特殊教育，建成了残疾人之家1631家，以电商助残计划扶持2万名
残疾人就业创业⋯⋯这些努力，有效地帮助了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
重新找回人生的精彩。

“我有一个家，像温暖的太阳，小小的世界，照见七色的阳光⋯⋯”
在杭州西湖区文新街道残疾人之家，每天早上都会定时传出优美的
歌声，这首《温暖的家》也是这里的“家歌”。有“家”的人生更精彩，愿
世界处处都有残疾人朋友温暖的“家”。

有“家”，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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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残运燃评亚残运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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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展示点

1010 月月 2626 日日，，杭州第杭州第 44 届亚残运会轮椅网球女子单打决赛在届亚残运会轮椅网球女子单打决赛在““小莲小莲
花花””——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举行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举行。。中国运动员朱珍珍对阵日本运动员上中国运动员朱珍珍对阵日本运动员上
地结衣地结衣，，上地结衣摘得金牌上地结衣摘得金牌，，朱珍珍获得银牌朱珍珍获得银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彦徐彦 董旭明董旭明 摄摄

“小莲花”中巅峰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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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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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侧

李樟煜在
比赛中。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