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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刻

站在最高领奖台的那一刻，中国盲
人男子足球队的队员们哭了。看到这
一幕，很多观众也流下了泪水，他们被
运动员的拼搏和韧劲所感动。

10 月 28 日 13 时 10 分，拱墅运河
体育公园体育场，中国盲人男子足球队
在亚残运会盲人足球比赛决赛中，通过
激烈的点球大战，战胜了伊朗队，拿到
了亚残运会唯一一枚足球项目金牌。
这也是本届亚残运会决出的最后一枚
金牌。

此前的循环赛，中国队四胜一负，
唯一一场失利就是在10月27日输给伊
朗队。两支球队实力相当，比赛充满
悬念。

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激烈的争
夺，双方互有进攻，中国队攻势更猛烈
一些，有几脚射门险些破门得分，但运
气欠佳，始终没能打破僵局。常规时
间，双方打成了0比0平。

点球大战的前两轮，中国队和伊朗
队各进一球，打成了 1 比 1，第三轮，两
队队员均未能破门，第四轮，中国队朱
瑞铭踢进点球，而对方射门没有成功，
中国队以2比1胜出。

“太精彩了，比赛非常激烈。”比赛
结束后，有现场球迷如此评价。

观众们也纷纷为伊朗队点赞。在
比赛中，伊朗队的球员们奋力拼搏，和
中国队共同奉献了精彩的对决。见到
一些伊朗队的球员有些失落，观众们大
声向他们表示安慰和感谢，欢迎他们再
来中国，再来杭州。

盲人足球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双方教练都对
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表达了敬意。伊朗
队主教练对中国队获得冠军表示祝贺，
他认为中国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盲人足
球队之一，比赛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
状态。

在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
和队长向主办方和中国的观众表示了
感谢，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
比赛经历。伊朗队主教练说，这是他
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是 2010 年参
加广州亚残运会。中国人民非常友
善，基础设施、场馆很好，很健全。“无
论是亚运会还是亚残运会，都是友谊
的载体。这些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
国人民的友谊。有一位志愿者和我们
共处了多天，看我们没能取胜，也是

泪流满面，我非常感动。”说着，他还
专 门 把 志 愿 者 姚 叶 晨 介 绍 给 大 家
认识。

中国队教练王桂顺对中国队球员
的表现感到满意，着重感谢了现场观
众。王桂顺说，这是他第二次带队来杭
州打比赛，无论是在亚残运村，还是在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都有在家的
感觉。中国队的每一场比赛，都有很多
热情的观众为他们鼓劲和加油，也为中
国队获胜提供了支持。

“通过和盲人朋友 10 多年的相处，
我从来不觉得他们与我有什么不同。
他们阳光、乐观，敢于向前，从他们身
上，我学会了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感谢
所有的运动员们。”发布会上，王桂顺显
得非常动容，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盲
人足球，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

中国盲人男子足球队赢得本届亚残运会最后一枚金牌，教练王桂顺——

每场比赛都有在家的感觉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金思成

本报记者 徐添城

杭州亚残运会开赛以来，27 岁的
绍兴孤独症画家毕昌煜及其团队打造
推出的50套亚残运主题系列服装备受
关注。连日来，在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
毕昌煜艺术生活馆内，前来考察、观摩
和订购产品的团队一拨又一拨。“小煜
创作的作品有许多是色彩鲜艳的抽象
画，与运动元素结合后，碰撞出了全新
的潮流火花。这个系列产品获得业内
外的一致好评。”毕昌煜艺术生活馆负
责人、毕昌煜母亲赵灵芳说。

出生于 1996 年的毕昌煜，在 3 岁
时被确诊为孤独症。在毕昌煜7岁时，
赵灵芳发现孩子对画画很感兴趣，便开
始有意识地培养他的绘画能力。后来，
毕昌煜的几件作品被带到了北京、上海
等地的展会上拍卖，取得了不俗反响。

2015 年，一直在柯桥从事面料生
意的赵灵芳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孩子的
作品呈现在纺织产品上。他们将毕昌
煜的画作搬上了各式面料。丝巾、T
恤、旗袍⋯⋯风格各异的产品一经推出
就受到热捧。他们索性为毕昌煜打造
了个人品牌“BCY”，并在 2016 年打造
了专门用来展示品牌作品的毕昌煜艺
术生活馆。

这几年，以这个艺术生活馆为载
体，毕昌煜团队做了不少事。他们聚焦
孤独症人士的艺术创作领域，通过举办
画作陈列展览、艺术时装秀等形式，积

极为孤独症人士开展审美教育。在艺
术生活馆内，经常有父母带着患有孤独
症的孩子前来参观学习，他们向毕昌煜
团队的工作人员表露，想要为孩子寻求
学习一技之长的平台的期望。

自 2020 年起，毕昌煜艺术生活馆
联合省内外多家爱心企业推出“星星
雨移动课堂”等公益项目，每次开课，
都会有近 50 个孤独症家庭得到特殊
教育机构提供的专业指导。慢慢地，
这些特殊的孩子通过学习画画、书法
找到了快乐和慰藉。“我们不定期为孤
独症家庭组织培训活动，邀请国内专
家为这些特殊孩子的父母指导教育方
向，我们搭建平台，让更多孩子的能力
被社会看到。”赵灵芳说，目前，已经有
几位孤独症孩子走上社区就业岗位，

“他们能做的事情不会太复杂，但我们
相信，只有让孩子走进社会，一切才有
变得更好的可能。”

目前，浙江省毕昌煜艺术公益基金
已经成立，通过义卖作品和社会捐助，
一笔笔爱心善款送到了云南等地特殊
学校的孩子们手中。今年，他们捐出价
值 100 万元的联名 T 恤和 10 万元现
金，定向帮助特殊群体。“今年底，毕昌
煜艺术生活馆将搬入新馆，新馆的规模
更大，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赵灵芳
说，团队已经收到一些孤独症孩子的画
作，他们将挑选一部分作品制作成新产
品，让更多人看到“星星的孩子”创造的
无限可能。

毕昌煜艺术生活馆——

帮助更多孤独症孩子讲故事

幼年患病、先天残疾、少时意外，为
突破自我走上体育道路⋯⋯在杭州亚
残运会赛场的混采区，时常有运动员笑
着讲起自己的故事，没有波澜起伏的情
绪，仿佛是在谈论别人的人生。

我们发现，残疾人走上体育这条道
路，总会经历某些需要转身的重要时刻，
他们向命运挥拳，一路厮杀向前，自强不
息，拼搏不止，告诉全世界“我们都一样”。

从仓库管理员到赛艇运动员、从游
泳首金得主变为皮划艇运动员、从健全
的跆拳道运动员到坐着轮椅射箭，这是
3位亚残运会女性运动员的故事。经历
过希望与失望，也感受过不甘与创伤，
她们在人生的某个重要节点不约而同
选择转身，迎来生命中更加宽阔的星辰
大海。

找到人生新的出口
“我相信我可以”

11 分 35 秒 33，41 岁的杭州亚残运
会中国代表团赛艇运动员王丽丽（肢
残）拿下了人生第一枚亚残运会金牌，
实现了 13 年体育生涯的梦想：在赛场
上奏响国歌。

赛后混采区，轮椅上的王丽丽称自
己已经快成为中国残疾人赛艇队里“最
老的人”了。但她还没打算退役，“明年
巴黎、后年全运会⋯⋯”她还有许多未
完成的使命。

28岁前，王丽丽没想过此生会与体
育结缘。出生于东阳的她，10个月时不
幸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疾。与
轮椅相伴的漫漫长日，让她从小就不喜
欢运动，“一只腿无力，一只腿残疾，即
使想跑也跑不了。”因此，在第一次接到
东阳市残联邀请她参加坐式排球比赛
时，她一口拒绝。

当时，王丽丽在东阳一家企业当仓
库管理员。虽有不甘，但她找不到更好
的出口，也曾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就
这样安安稳稳过下去了。

夺金后，王丽丽掏出手机第一个联
系的人是韦青——那位她至今感激的
东阳市残联工作人员。当年韦青找到
她时，没有被她的拒绝“劝退”，反倒是
宽慰她：“试试吧，我们教你。”

王丽丽选择了“转身”，出乎意料地收
获了诸多成绩——训练不到30天，她就
在金华市残运会坐式排球比赛中拿到了
第一；只在公园摆摊处打过气球的她又被
推上了金华市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一举
拿下女子气手枪30×10立姿、女子卧姿
气手枪两项冠军。王丽丽顿感人生豁然
开朗，“原来28岁的我，还可以！”

恰逢浙江组建赛艇队，由于表现出
色，王丽丽的运动潜力和天赋被浙江赛
艇队教练看中。这一次“转身”，即便是
个怕水的“旱鸭子”，王丽丽也没多犹
豫。她加入省赛艇队集训，在千岛湖进
行系统性的水上训练。

13 年的时间证明，王丽丽真的可
以。她陆续在多个国内国际大赛中获
奖，2016 年还参加了里约残奥会，获得
女子单人1000米赛艇亚军。

如今，一块家门口的金牌，给她的
杭州亚残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

“回家陪几天家人，就回千岛湖继续训
练。”来杭州之前，王丽丽已经拿到了巴
黎残奥会的入场券。

我们相信，她可以。

放下首金重新出发
“皮划艇给予我更多可能”

“4分56秒91！蔡余庆燕打破了自

己创造的亚洲纪录，夺得 2010 年广州
亚残运会中国队首金！”

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皮划艇
运动员蔡余庆燕（肢残）至今还能记起
当时场馆里响起的广播声，这无疑是她
最高光的时刻。那时的她只有 15 岁，
在 女 子 400 米 自 由 泳 S9 级 决 赛 中
夺冠。

蔡余庆燕说，她出生在丽水的吾古
村，上学要走 5 公里的路，她格外珍惜
每一次向外远眺的机会，所以成为运动
员后，她觉得自己必须要游出成绩，回
报父母。

或许是因为早早展现出的游泳天
赋，蔡余庆燕一直在游泳这个项目上
顺风顺水。但在享受过鲜花和掌声
后，她遇到了瓶颈期，无论怎么游，都
无法更进一步。2012 年伦敦残奥会上
没有拿到奖牌，对她而言是一次严重
的打击，那时的她从未困囿于身体上
的残缺，“但因为迟迟无法突破而陷入

自 我 怀 疑 中 无 法 自 拔 。”蔡 余 庆 燕
回忆。

对于 10 岁就开始训练成长的蔡余
庆燕而言，成绩就是生活的全部，当这
个支柱一旦被抽走，她觉得自己就像浮
萍一样失去了根，在无数个深夜哭湿了
枕头。

2015 年，恰逢浙江省残疾人皮划
艇队开始组建，面对教练伸过来的橄榄
枝，蔡余庆燕下决心重启自己的运动生
涯。“其实我也入选了游泳冬训的名单，
但我想既然决定转身，就转个彻底，反
正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蔡余庆燕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这
次重启，让她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认识了一群有趣的队友，结识了自己
的老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她的生
活从比赛这一条单车道开始拓宽。她
开始慢慢享受皮划艇这个项目本身，
放下了得失心，反而取得了成绩：在杭
州亚残运会上夺得皮划艇女子 KL3 级

的铜牌。
“其实像我这样从一个项目转型

到完全不同项目的运动员有很多。”
蔡余庆燕说，残疾人运动员往往有一
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为了自
己能够留在赛场，哪怕 30 多岁都会有
人选择从头开始，这就是体育竞技的
魅力。”

10 月 23 日，当队友谢毛三夺得
杭州亚残运会中国队首金时，蔡余庆
燕仿佛看到了 13 年前的那个意气风
发的自己，不过这一次她的笑容定格
在因风吹日晒训练而变得黝黑的脸
上，“我还可以继续做运动员，做很久
很久。”

接受自己从头再来
“两年，我重新‘站’了起来”

“10 环！”10 月 26 日，在女子反曲
弓双人团体公开级金牌赛的现场，伊朗
残疾人射箭运动员扎赫拉·内马蒂连续
射出两个 10 环，最终夺冠。在场边观
赛的伊朗残奥委会主席加富尔·卡雷加
里说：“我们是特意来看她比赛的，她是
整个伊朗的骄傲！”。

今年 38 岁的扎赫拉背后，依然是
一个关于“转身”的故事。

“对于一名跆拳道运动员来说，失
去双腿就像钢琴家失去了手臂。”扎赫
拉·内马蒂曾无数次说起这句话，她是
唯一一位同时参加亚运会和亚残运会
的运动员，也曾是首位坐着轮椅入场的
奥运会开幕式旗手。

16 岁被选入伊朗跆拳道国家队，
扎着黑带的扎赫拉踢出的横踢能在
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曲线，那时她最
大的梦想是去参加奥运会，拿金牌。
但这个梦想随着 18 岁的一场车祸戛
然 而 止 ，扎 赫 拉 的 双 腿 再 也 无 法
站起。

从那场车祸到再次决定成为运动
员，扎赫拉用了两年。关于这两年发
生的故事，扎赫拉鲜少提起，但不难
想象，一个怀揣着奥运梦的女孩面临
着身体和事业的双重破碎，慢慢接受
坐 在 轮 椅 上 的 自 己 ，是 一 件 多 难
的事。

选择射箭，是因为扎赫拉发现，她
可以和健全人同台竞技。练习了 6 个
月，扎赫拉第一次在伊朗的全国锦标赛
中和健全人比赛，就拿了第三名。

在那之后，扎赫拉坐着轮椅，冲进
了健全人和残疾人的两个赛场。“能够
参加奥运会，对我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奖
牌本身。”扎赫拉说。

她认识了同样因意外残疾的射箭
运动员男友，并和他在伦敦残奥会上
订婚；她开始筹备许多慈善项目，帮
助和她一样深陷残疾或是贫困的伊朗
女 性 ，成 为 了 无 数 伊 朗 人 的 骄 傲 和
榜样。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运动员。”
加富尔说，之所以在 38 岁的年龄还执
着于同时参加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是
因为扎赫拉早已成为了一种不屈精
神的象征，只要她坚持出现在健全人
的赛场上，就是在向世界传递一种信
息 —— 残 疾 不 是 一 种 限 制 ，我 们 都
一样。

赛后的采访中，扎赫拉讲起了她
的夺冠秘诀，那就是永远把注意力放
到下一支箭上——“一旦你射出了这
支箭，你就不能再想它了，专注于下一
支箭就好。”

“射箭如此，生活亦如此。”扎赫
拉说。

选择转身，迎来星辰大海
——亚残运会赛场上三位女性运动员的拼搏故事

本报记者 刘俏言 李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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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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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展示点

本报记者 丁珊
通讯员 谢雯艳 樊燕飞

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残疾人之
家一楼，总被诱人的咖啡香萦绕。10
月 24 日一大早，咖啡师君君正指导学
员制作咖啡，在 19 位学员的注视中，5
分 钟 后 ，一 杯 香 喷 喷 的 美 式 咖 啡 就
成了。

在场坐着的，都是文新街道残疾人
之家在册的残疾人。走进文新街道残疾
人之家2000平方米的特别场域，头顶悬
挂着亚洲多个国家的小国旗，吉祥物“飞
飞”的形象则展示在玻璃窗上，亚运元素
与残疾人之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数
智助残领域，配备了数字化管理设备，包
括人脸识别签到电子系统等；露天塑胶
羽毛球场、室内乒乓球场等运动场所，让
大家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

一楼的“福咖坊”，是由文新街道引
入的社会组织福援启智就业服务项目，

“你看，这杯拿铁就是乐乐制作的。”文
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莉萍指着桌上
的咖啡说。去年6月，残疾人乐乐从杭

州市杨绫子学校毕业后，找到文新街道
残疾人之家。经过职业能力测评等综
合考评，乐乐和另一位伙伴顺利在“福
咖坊”实现就业。

以“福咖坊”为代表，文新街道残疾
人之家提供收银、烘焙及饮品制作等岗
位实训。“这些水晶手链全部手工制作，
喜欢的可以下单！”日前，一场线上直播
开启，王佳明老师和学员小芬对着手机
屏幕直播。“这是杭州亚残运会火炬手

‘一米姐姐’孙菊萍组建的直播团队，共
有老师、学员4人。”残疾人之家运营方
负责人赵近汝介绍，3 年来已进行 95
场直播，“直播打开了一扇窗，我们宣传
残疾人政策，展示手工产品，外界通过
这扇窗更好地认识了残疾人”

“近期，文新街道残疾人之家完成
了无障碍环境、建筑立面、功能布局、文
化内涵4个方面改造升级，欢迎残疾人
朋友前来参观体验。”西湖区残联就业
和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钱勇告诉记者，西
湖区目前有 12 个残疾人之家，每个残
疾人之家各有特色，托管了近400名残
疾人。

西湖区文新街道残疾人之家——

搭建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桥梁

王丽丽在赛艇比赛中。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蔡余庆燕在皮划艇比赛中。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女子反曲弓双人团体公开级金牌赛现场，扎赫拉·内马蒂（左一）正在射箭。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本报杭州 10 月 28 日讯 （记者
施力维 姜晓蓉） 决胜 0.01 秒！10 月
28 日，杭州亚残运会田径项目精彩收
官。中国代表团田径运动员邸东东（视
障）在男子 400 米 T11 级决赛中，以百
分之一秒的优势险胜伊拉克运动员，夺
得了个人的第三枚金牌。

男子 400 米 T11 级决赛是当天最
受关注的项目之一，邸东东登上过东京
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发令枪声响后，
戴着眼罩的邸东东由引导员带领一路
向前，在前半程保持微弱优势。200米
过后，伊拉克运动员阿亚德·穆罕默德
开始发力与邸东东齐头并进，两人几乎
同时冲过终点线。慢动作重放显示，邸

东东在压线时先人一步，最终以 52 秒
28的成绩夺得金牌。

当天，各国运动员为全场观众奉献
了多场精彩比赛。田径4×100米混合
接力决赛，由四个不同残疾级别的运动
员参赛。最终，中国队以 45 秒 78 的成
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在压轴举行的
女子400米T11级决赛中，中国代表团
运动员、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刘翠青

（视障）以56秒53夺冠。
最后一个比赛日，有两万多名观众

到现场观看了田径赛事，并通过造人浪
等方式为各国残疾人运动员送上鼓励
和祝福。至此，杭州亚残运会田径赛事
全部结束，中国代表团发挥出色，共夺
得 46 枚金牌 43 枚银牌 33 枚铜牌，并
打破了女子 200 米 T36 级等多项世界
纪录。

决胜0.01秒！邸东东夺金
杭州亚残运会田径赛事中国队共夺46金

邸东东（左一）在决赛冲线瞬间。 本报记者 施力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