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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亚残运会印象最深的是什
么？”问题一抛出，杭州弯湾托管中心的学
员就争相发言。对旻晏来说，“啦啦操”是
参与这场盛会的重要关键词。

这个开幕式前的暖场节目，由中心 20
多名心智障碍青年代表合作完成。作为啦
啦队成员之一，旻晏对在“大莲花”的登场
记忆犹新。“我们穿着弯湾的工装服，跟着
音乐一起跳。”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
旻晏和小伙伴们迎来了圆梦时刻。

为了这一刻，旻晏和啦啦队成员准备
了 3 年。啦啦队最开始因“寻找 2022 个亚
运梦想”公益行动成立。学员们学会跳操
并不容易，经常几个动作要学一周。

这样的时刻，在亚残运会上不止出现

了一次。“游泳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
跳啦啦操了。”旻晏说。

残疾人体育盛会在家门口举办，弯湾
的“大家长”、中心主任徐琴早就想好要带
着学员们去现场感受赛事的激情。收到表
演邀请，学员们惊喜又兴奋。现场，大家跳
得很投入，不少工作人员和观众也受到感
染，一起跳啦啦操。

啦啦操带给学员们的不只是掌声，更
是向世界展示自我的勇气。在游泳馆表演
候场时，旻晏和小伙伴看到外国技术官就
大胆围了上去，主动用英语开启话题，向外
国人介绍自己和弯湾——旻晏为此练习、
准备了 3 年。“他们都夸我说得好，我的梦
想实现了。”旻晏说。

杭州弯湾托管中心孩子旻晏：

我们迎来了圆梦时刻
本报记者 王璐怡

浙江省盲人学校教师李伟儿，见证了
杭州亚残运会的始与终。

10 月 20 日，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到富
阳，李伟儿作为火炬手接棒传递圣火，跑
过 富 春 江 畔 ，跑 过 她 奉 献 30 年 青 春 的
学校。

10 月 28 日，在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
主火炬熄灭环节，作为小演员带队老师之
一的李伟儿目送着浙江省盲校的 62 个孩
子进入场内。站在入场口的她紧盯着直播
画面，每当看到镜头上孩子们专注、认真的
表情时，她的内心就充满了骄傲。

作为我省首批特殊教育科班毕业的教
师，李伟儿陪伴着一批又一批盲童成长。
对于她来说，杭州亚残运会上最难忘的瞬

间，总是离不开她的学生。
“因为教学和带队任务需要，我没能

去现场加油，但得知他们获得了冠军，兴
奋极了。”李伟儿介绍，浙江省盲校毕业生
余钦权，现在是中国盲人门球队队员，在
杭州亚残运会上，余钦权和队友们斩获了
金牌。

在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上，李伟儿还
偶遇了曾经的学生沈江琴，她也是参与闭
幕式的一名演员。“看到她美丽的妆容，看
到她爱人体贴入微地陪伴左右，还有听说
她已有两岁多的孩子时，我真的好开心，为
她的今天、为她的幸福生活喜悦！”

李伟儿动情地说，希望更多残疾人能
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火炬手李伟儿：

学生的表现令我骄傲
本报记者 叶怡霖

“祝你生日快乐⋯⋯”一曲悠扬的生日
快乐歌响起，整个场馆被深蓝色的光幕包
裹着，上千只手机电筒散发的光束，在观众
席上跃动，星星点点如同夜空中的璀璨
宝石。

这是杭州市萧山区市民黄明霞难忘的
亚残运会记忆。10月27日，萧山区亚运保
障办组织100名“亚运萧山体验官”观看杭州
亚残运会举重比赛，黄明霞一家三口就在其
中。当天是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员萨金贝克
的生日。比赛结束后，萧山体育中心体育馆
特意为他举办庆生仪式，他捧着鲜花，脸上绽

放着笑容。
“太感动了！”黄明霞说。这不由得让

黄明霞想起，10 月 26 日发生在这里的另
一个感人场景：女子73公斤举重颁奖仪式
后，大家相互帮扶着退场——“小青荷”扶
着获得铜牌的伊朗运动员走下缓坡。金牌
获得者、中国运动员徐立立紧随其后，由获
得银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帮她推轮椅，而
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也是位“钢腿侠”。

“我被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友情深深
暖到，杭州亚残运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心灵
靠得更近。”黄明霞说。

杭州市萧山区观众黄明霞：

人与人心灵相通
本报记者 丁 珊 通讯员 董 伟

“通过我们的工作，能让更多人看到残
疾人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让亚残运会的赛
事传播得更广，我觉得再多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10 月 28 日晚上，送走了最后一批
转播商后，亚残运会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
园体育馆运行团队转播服务主任沈蒙告诉
记者。

电视转播是亚残运会宣传的重要环节
之一。沈蒙的团队共有77名成员，要对照
主播机构场馆勘察报告，协调竞赛、信息技
术、场馆设施运维等方面，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他们努力给观众展现了一场完美的视
觉盛宴。

为了更好地服务残疾人运动员，沈
蒙和团队成员对混采区、发布厅进行了
一些改造。“比如，有些运动员是用轮椅
的，我们就把混采区围挡设计得低一些，
便 于 运 动 员 和 大 家 交 流 ，大 家 都 挺 满
意。”

之前，沈蒙也参与了亚运会的服务保
障工作，这两次运动赛事的服务保障经
历，让沈蒙有很多感悟。沈蒙说，镜头前，
残疾人运动员脸上坚毅、自信的神情让人
动容，这值得大家尊重、点赞。“和健全人
一样，他们通过努力可以让人生非常精
彩！”

转播保障人员沈蒙：

我们都能让人生精彩
本报记者 王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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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7 天的“亚残运时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记者梁烨跑遍了8个赛区。从竞
赛场馆、亚残运村及分村，再到大家庭总部
饭店，包容性强、高质量的无障碍环境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采访中最大的感
触，就是整个城市在为残疾人打造一个更
加包容、平等、温暖的社会环境。”

19 个竞赛场馆从场馆入口到各个功
能区都实现了功能完善、安全舒适的无障
碍环境。梁烨注意到，“有爱无碍”的无障
碍环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比如残疾人
坡道，很多人认为只要架设一个坡道就
行，其实有很多讲究。”在竞赛场馆中，残
疾人坡道的坡度不大于 1∶12，表面要铺

设防滑胶条。“坡道角度的精细化规定，能
让残疾人运动员以更舒适的方式通行。”
他说。

梁烨觉得“杭州温度”也体现在整个城
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杭州试点上线的“轮
椅导航”，目前已收录了 7.9 万个无障碍设
施点位，能在导航时避开台阶、陡坡，优先
规划有无障碍设施的路线。杭州作为数字
经济第一城，像“轮椅导航”这样的智能应
用，正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让残疾人能够
共享社会发展红利。梁烨说，期待杭州以
亚残运会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打造国
际领先的无障碍环境，让整座城市更加包
容和温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烨：

无障碍环境尽显“杭州温度”
本报记者 张梦月

亚残运会圆满闭幕，对于黄于轩而言，
一段友谊是这次盛会留给她的最珍贵的收
获。亚残运村里，“小青荷”们无私奉献，营
造了充满爱与尊重的氛围。黄于轩在志愿
者服务中心工作，为访客提供中英文讲解
等服务。

10月28日，结束比赛的中国香港硬地
滚球运动员杨晓林踏上返程之路。离别的不
舍弥漫在黄于轩心头，“她是我在亚残运村认
识的好朋友，我们几乎天天会相约见面。”

和杨晓林的缘分，源于黄于轩的一次
志愿服务。在志愿者服务中心，杨晓林和
队友在这里参观体验。黄于轩半蹲在杨晓

林身边仔细讲解。
“没想到，当天晚上，杨晓林给我带来

礼物。”黄于轩说。在亚残运村体验香囊
制作后，杨晓林就赶到志愿者服务中心，
把亲手做的香囊送给黄于轩。“后面几天，
她有空就来志愿者服务中心找我，给我送
来小礼物。”杨晓林的乐观开朗感染着黄
于轩，两人日渐亲密，相约以后一定要再
见面。

“当看到她获得金牌的时候，我太激动
了，好像我自己获得了金牌。”黄于轩说。杨
晓林获得金牌后，也迫不及待地和黄于轩
分享喜悦，两人和金牌留下了合影。

“小青荷”黄于轩：

我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本报记者 应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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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晚，亚残奥委员会会旗缓
缓降下，交给下届亚残运会举办城市。现
场看到这一幕，杜锦虹百感交集：“从接旗
到圣火熄灭，我终于画满了一个圆！杭州
第4届亚残运会，再见！”

2018年，印尼雅加达亚残运会闭幕式
的会旗交接，她就是亲历者之一，正是她和
同事将会旗接回杭州。

作为杭州亚残运村分级综合中心主
任、亚残组委工作处副处长，杜锦虹身兼数
职，要协调的事很杂很多。最忙的时候，她
一天接了160多个电话。

分级是残疾人体育赛事特有的竞赛组
织工作，也是其区别于健全人体育赛事的

最大不同之一。亚残运村分级综合中心需
要对接 90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分级师和
近600名亚洲残疾人运动员。

杜锦虹还记得，塔吉克斯坦一位田
径运动员分级材料没准备齐，如果不能
及 时 进 行 分 级 ，第 二 天 的 比 赛 会 受 影
响。中心的工作人员连夜联系国际残奥
委会、亚残奥委会、单项组织、医院、分级
师等，协调补齐材料，这才没有耽误运动
员的赛程。

杭州亚残运会虽已闭幕，但杜锦虹和
同事的工作还没结束。送运动员离村、整
理运动员的分级资料发送到各单项组织，

“我们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杭州亚残组委工作人员杜锦虹：

终于画满了一个圆
本报记者 沈 吟

本届亚残运会期间，蒋裕燕共收获7金
1铜，是杭州亚残运会获得金牌、奖牌最多的
运动员。开幕式时，蒋裕燕代表全体运动员
宣誓。闭幕式时，她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
手。蒋裕燕说本届亚残运会的体验值得永
远铭记，“我非常幸运。这是大家对我成绩
的认可，也是我以后继续拼搏的动力。”

最让她难忘的，是 10 月 27 日晚混合
4×100 米自由泳接力 34 分决赛的那块金
牌。那是游泳的最后一个小项，蒋裕燕负
责第一棒。直到进入检录室，她都没能放
下焦虑。队友纷纷上前安慰。她说：“哥哥
姐姐们都和我说不要怕，就算落后了，他们
也能追回来。”

第一棒结束后，中国队暂居倒数第
二。此时，蒋裕燕发现看台上坐满了观
众。呐喊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当第三棒
杨光龙游完后，中国队已成为第一。反超
的那一刻，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久久不息。

亚残运会，让每一个敢拼搏的残疾人
运动员有了展示的舞台。“这次家门口的盛
会，让更多人了解了残疾人和残疾人体育
运动，也希望更多残疾人朋友像我一样，找
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蒋裕燕说，“马上要投
入巴黎残奥会备战，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希望明年能跟大家见面，以良好表现出
现在巴黎残奥会的赛场上。”

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蒋裕燕：

体验值得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 蒋欣如

在草地掷球赛场前，48 岁的杭州亚残
运会泰国代表团草地掷球运动员初察·苏
克贾伦（肢残）和他的教练沃拉梅特拿着一
件写满名字的T恤，笑盈盈地合影。

初察·苏克贾伦是新晋草地掷球男子个
人B7金牌得主，手中的白色T恤上，是他们
邀请草地掷球场馆“小青荷”们签下的名字。

“这件T恤是我们友谊的象征。”初察·
苏克贾伦说，与“小青荷”的友情，源自他与
教练一次不成功的“贪吃”插曲。教练沃拉
梅特的母亲是华裔，他本人来过中国10多
次，“在来杭州前，他就和我说，一定要在中
国尝尝麻辣烫。”比赛间隙，他们找到“小青
荷”，想请他们帮忙点外卖。

可初察·苏克贾伦最终没享到口福。
“志愿者告诉我，为了保障运动员饮食安
全，没法为我们提供外卖。”初察·苏克贾伦
很理解，即使再嘴馋，也不能在比赛中冒风
险。“志愿者为了满足我们的小心愿，仔细
咨询了食堂、组委会等处，即便最后没有成
功，对我们的态度一直很热情。”在初察·苏
克贾伦看来，这样的热情在杭州随处可见，

“不管是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是观赛的观
众，每个人的笑容都很可爱。”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一次运动会，
高水平的硬件大家都能看到，不被注意的
细节上，也能让我们感到贴心。”初察·苏克
贾伦说。

泰国运动员初察·苏克贾伦：

这是最棒的运动会
本报记者 张 苗

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上，一位手持西
湖绸伞的听障少女漫步在裸眼 3D 视觉效
果的青石板路上。与此同时，西湖绸伞非
遗技艺传承人罗珊坐在主火炬塔下的台阶
上，专心致志地绘制绸伞。

“作为西湖绸伞非遗技艺的第三代传
承人，能在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
向世界展示西湖绸伞和杭州文化，非常荣
幸，也很自豪。”演出结束后，罗珊激动地
说。创制于 1932 年的西湖绸伞是杭州极
具地域特色的手工艺品，其制作技艺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演出，罗珊和

听障舞者共同演绎，感触颇深：“在排练中
我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他们站到这个舞
台上，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西湖绸伞要经过选竹、劈青、上架、
伞面装饰等十八道工序近百个步骤，丝毫
不能大意。”罗珊说，非遗技艺的传承和演
员 们 的 努 力 是 相 通 的 ，都 需 要“ 坚 持 ”
二字。

在罗珊看来，和听障舞者共同演绎是
对“残健共融”最真挚的表达。虽然杭州亚
残运会已经落幕，但罗珊依然期待未来能
和残障群体有更多机会合作。

闭幕式演出人员、西湖绸伞非遗传承人罗珊：

真挚地表达“残健共融”
本报记者 姜晓蓉

亚残运会参与者讲述——

盛会，留下深情的回忆

蒋裕燕担任
闭幕式中国体育
代表团旗手。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杜锦虹为志
愿者等做专项培
训。

梁烨在杭州
亚残运会主媒体
中心采访。

“小青荷”为
运动员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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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参与闭
幕式演出。

黄明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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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转播商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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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儿（右）
在富阳传递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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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湾啦啦队
亮相亚残运会开
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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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赛 中 的 初
察·苏 克 贾 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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