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 黎 时 间 9 月 4
日，蒋裕燕在颁奖仪式
上向观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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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下午 4 时许，巴黎残奥会七金“飞鱼”蒋裕燕回
到了位于绍兴的家中。家门口的大马路，被前来迎接的邻里
乡亲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来看这位许久不见的邻家姑娘——她好像更开朗
了一些，面对人群自如地问候与谈笑；她也明显更疲惫了一
些，连轴转的日程让她累得不轻。

在刚结束的巴黎残奥会上，20岁的蒋裕燕成为名副其实
的“摘金王”。游泳赛期 10 天，她报了 9 个项目，夺下 7 枚金
牌，打破两项世界纪录和 3 项残奥会纪录，创下个人最好战
绩，被称为七金“飞鱼”，并成为巴黎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
表团旗手。一时间，这个成长于水乡的“折翼天使”，成了无数
人心中的勇士和榜样。

绍兴“00后”游泳运动员蒋裕燕在巴黎残奥会摘得七金

我们都能创造出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徐添城 郑培庚 王晨辉 见习记者 王伊然

巴黎残奥会是蒋裕燕参加的第二届残奥会，上一届，在3
年前的东京。

当时，不到17周岁的蒋裕燕是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
运动员之一，在那之前，她已经在雅加达亚残运会与全国残疾
人游泳锦标赛等重要赛事中获得过佳绩。对于残奥会这个世
界级舞台，她向往已久。

但这个舞台，很快给了年轻的小将一记“下马威”。2021
年8月25日，东京残奥会女子50米自由泳S6级决赛中，一心
奔着奖牌而去的蒋裕燕以第四名的成绩无缘领奖台。这是蒋
裕燕的残奥会首秀。

大赛经验不足，加上比赛状态不佳，首战失利的蒋裕燕在
东京偷偷掉了眼泪。最终，努力调整状态的蒋裕燕收获了两
枚金牌与一枚铜牌，但她依然觉得这与自己的目标相差甚远，
挫败感不言而喻。

那个夏天之后，蒋裕燕的人生字典里多了一个新词，叫
“东京的遗憾”。这个遗憾，在后来成了她和教练冯洁交流的
高频话题，也成了她备战巴黎残奥会的重要动力。

“小蒋是个非常要强的孩子。她认定的目标，一定要实
现。”省残疾人游泳队教练员冯洁带蒋裕燕训练已有 7 年时
间。2017年暑假，她第一次见到这个跟在妈妈身后前来省队
报到的女孩时，就觉得这个孩子适合竞技体育，“表面上看着
温顺乖巧，但只要一谈到游泳，她的语气就格外坚定，她对游
泳有自己的想法。”

为保障残疾人竞技公平，每一个体育项目都会根据残疾人
伤残情况划分等级。在游泳项目中，肢体残疾的运动员会根据
评判划分10个级别，其中1级最重，10级最轻。蒋裕燕属于6
级，这在中国现役游泳残疾人女运动员中，已经属于较重级别。

但蒋裕燕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受限于级别和性别。进队之
后，她很快“暴露”了自己乖巧外表下的要强本性。训练时，她
总是喜欢找与自己同级别，甚至更轻级别的男运动员去比赛，
每次“找茬”都信心十足、从不露怯。

东京残奥会比赛，让蒋裕燕看到了自己的不少短板，她越
发想要适应多种竞技场景。除了更热衷于挑战比自己成绩优
秀的运动员，她还在教练组的帮助下，从 2022 年起调整了自
己的训练规划，在保障水下训练质量的同时，加强了陆地上的
力量训练。这一年，她的竞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走出中长距
离的“舒适区”，蒋裕燕在短距离项目上也有了夺牌的实力。

在去年举行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她一举拿下7枚金牌和1
枚铜牌，成为当届亚残运会获得金牌和奖牌数最多的选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巴黎残奥会项目报名时，蒋裕燕
主动申请报了 9 个项目。“可以说，我把能报的都报了。”她笑
着说，既然都有赢的可能，为什么要做取舍和选择？

这也导致，蒋裕燕成了巴黎残奥会名副其实的“劳模”，每
天，她不是在参加比赛，就是在去参加比赛的路上。

北京时间 8 月 30 日凌晨，巴黎残奥会女子 50 米自由泳
S6级比赛中，蒋裕燕以32秒59的成绩刷新残奥纪录，拿下了
自己在巴黎的第一枚金牌。“东京的遗憾”在这一刻被填补。
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我参加残疾人体育赛事、来到
这么大的舞台，其实很多残障人士都能看见。我站在这里，想
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有方向、一直去努力，我们都会被看
到，我们都会闪闪发光。”从此开始，越战越勇的蒋裕燕打破多
个纪录，成为巴黎“七金王”。

很少有人知道，巴黎赛期的蒋裕燕，一直在经受生理与心
理的考验。好几项比赛结束时，精疲力尽的她都要在泳

道边躺下一会儿，做短暂休整。妈妈王志芳曾在一
次比赛后打电话给她：“实在太累的话，就放弃

几个项目吧。”蒋裕燕只回了一句话：“可
是妈妈，这里是残奥会啊！”

王志芳后来笑着怪自己“拖
女儿后腿”：怎么能劝她放

弃呢，那可是绝不认输
的蒋裕燕啊。

有梦想肯努力，我们都会被看到有梦想肯努力，我们都会被看到

巴黎收获的 7 枚金牌中，有一枚，被蒋
裕燕和冯洁称为“意外的收获”。

北京时间 9 月 5 日凌晨，女子 100 米自
由泳 S7 级决赛在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内进
行。因赛程安排和报名人数等原因，本届残
奥会没有设置女子 100 米自由泳 S6 级比
赛，这就意味着，身为 S6 级别选手的蒋裕燕
需要“越级”至 S7 级，与身体条件比她更占
优势的选手同场竞赛。

预赛时，蒋裕燕的成绩并不领先，在决
赛时被安排在了略微靠边的 2 号赛道。“但
正是这条赛道，给小蒋带来了不一样的机
会。”冯洁在赛后总结道，前半程对手看不到
蒋裕燕的位置，没有对其施压，这让蒋裕燕
可以更自由地发挥。最终，蒋裕燕夺得冠
军，站上最高领奖台。

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奋力突围，仔细想来，
蒋裕燕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2号赛道”。

4 岁时的一场车祸，让蒋裕燕失去了右
臂和右腿。很多人为这个可爱的女孩感到
惋惜，“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怎么样？”

妈妈王志芳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平安长
大。2011 年暑假，抱着游泳能纠正女儿脊
柱侧弯的这一朴素想法，王志芳找到了当时
正在开办暑期公益培训班的游泳教练单永
刚。

看到这个特殊的小女孩很勇敢，愿意下
水学游泳，单永刚于是收下了蒋裕燕，并让
她和所有健全孩子一起学习。无论是岸上

分解动作还是下水，蒋裕燕的进度都没有落
下过。“对于小裕燕来说，平衡与发力是学习
的难点。所以岸上的分解动作课程，对她来
说更为重要。”单永刚还记得，这个小姑娘

“不怕疼”，“最开始学动作时，总是摔跤，但
摔了就起来，从不扭捏。”

起初，单永刚看着心疼，会给蒋裕燕少
安排一些训练任务，但慢慢地，他发现蒋裕
燕并不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她有时还会偷
偷加练一些时间。“到后来，我们教练员也不
再把她当特殊孩子看待，蒋裕燕的所有训
练，与健全孩子完全相同。”

由于正处生长发育期，2007 年至 2012
年间，蒋裕燕截肢处的骨头会持续长出。年

幼的小裕燕每年都需要定期到医院锯骨，然
后休整一个月左右。2011 年至 2012 年，单
永刚总会在每次锯骨手术后的休整期内，见
到主动来游泳的蒋裕燕。那时他意识到，这
个女孩，对游泳有着纯粹的喜爱。

也正是看到了蒋裕燕的努力和天赋，
2017 年，单永刚把蒋裕燕推荐到了省残疾
人游泳队，让她接受更为专业的指导和培
养。“希望她能专注地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
职业运动员。”

蒋裕燕后来把自己的网名取为“敷衍”，
她说，自己除了游泳，对其他事情都“敷
衍”。换句话说，蒋裕燕进入人生的“第 2 赛
道”后，一切阻碍，都为梦想绕道。

在人生的“第2赛道”，一切阻碍都为梦想绕道在人生的“第2赛道”，一切阻碍都为梦想绕道

蒋裕燕如今成了许多父母眼中“别人
家的孩子”。

今年暑假，由绍兴市残联与市体育局
联合成立的少儿残疾人游泳队正式组建，
首批少儿运动员面向全市招募。蒋裕燕在
巴黎斩获七金的同时，身在绍兴老家的启
蒙教练单永刚的电话被“打爆了”。“很多残
障孩子的父母专门来咨询，自己的孩子有
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蒋裕燕’。”单永刚觉
得很欣慰，如今不少残障孩子受蒋裕燕的
鼓舞，正在努力向命运发起挑战。

蒋裕燕听到这件事情后，很高兴自己能
成为他人的榜样，她与不少残障孩子的父母
见过面，他们希望从她的口中听到人生的更
多可能。蒋裕燕总是笑着回复：“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不
管是哪个领域，只要站上自己的赛道，有着敢
去拼搏的勇气，那就是一种成功。”

很多人好奇，人生遭遇坎坷的蒋裕燕，
为什么脸上永远带着笑容，无论是在赛场
上，还是生活中，她都传递出满满的喜悦感
和正能量。

“我始终觉得自己很幸运。”蒋裕燕说，
在她的成长环境里，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
社会，遇见的人都对她十分友好。“在家里，
父母和姐姐不会对我特殊照顾，嬉笑打骂，
都与正常孩子无异。在学校里，同学们总
是向我伸出援手，虽然我总说我自己能行，
但依然感激每一份善意。”

进入省队后，她见到了许多与自己有相
似经历的队友，日常相处时，大家会互相打
趣，开开玩笑。“我有很强的分享欲，喜欢把
看到的事告诉给身边的人。”教练和队友私
底下给蒋裕燕取了个外号，叫“小猴子”，因
为她属猴，而且每天嘻嘻哈哈，闲不下来。

但正是这样一位爱笑爱闹的小女孩，
如今成了浙江，乃至国家残疾人游泳队的

“主心骨”。“有小蒋在的比赛，我们都很放
心。她是我们的定心丸。”冯洁说，省外不
少残疾人运动员，都喜欢在比赛前找蒋裕
燕说说话，“这个看似‘不靠谱’的小姑娘，
其实比谁都靠谱。”

如今的蒋裕燕有了更多的身份。她是
杰出运动员代表，对外展示中国运动员的
实力与元气；她是省人大代表，呼吁外界更
多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她是一名普通大
学生，不久后她将回到校园，与久违的同学
一起聊聊自己的所见所闻。

人生不必受限。蒋裕燕相信，只要脚
踏实地，未来的路，还将更宽阔明亮，我们
都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前行必有曙光，
我们高处相见。”巴黎之行结束后，她把这
句话送给了自己。

脸上永远带着笑容
始终觉得自己很幸运

蒋裕燕
浙江绍兴籍残疾人游泳运动员。巴黎残奥会中国代

表团闭幕式旗手，在巴黎残奥会摘得7枚金牌，打破两项
世界纪录和3项残奥会纪录。

名人名家

巴黎时间8月29日，中国选手蒋裕燕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豪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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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的
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发
酵工厂内的机械设备正在高效作业，
工人们忙碌地穿梭在整齐的发酵罐之
间。该公司继去年取得产销双丰收的
佳绩后，当前的生产线依旧保持强劲
势头，全力运转。每月，数十批次的低
蛋白饲料、生物兽药等优质产品从这
里出发，被运往全国各地，满足市场需
求。

在项目招引的过程中，德清县钟
管镇当地不少企业发挥了关键的桥梁
作用。该镇商会在会员企业的牵线搭

桥下，多次奔赴上海、宁波等地考察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先后引进了江能建
设、双元科技等项目，有力推动了该镇

“3+2”产业链延链补链，同时牵线引进
相关人才项目，支撑产业链强链。

东苕溪畔处处散发出民营经济发
展活力，这背后源于德清县送政策、送
温暖、送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破难题、
增信心、优环境。

在德清县乾元镇，该镇创新“乾元
游子荟”等沟通联络方式，推动了一批
好项目落地、“金点子”见效，实现了原

杭木公司地块“腾笼换鸟”，建成占地
140亩的德乾制造产业园，提升了园区
整体形象，招引了万全管业、晶屹实业
等一批高质量企业落地投产。该镇商
会积极探索“公司+村集体+村民”发展
模式，打造城北村稻颂乾元项目，新建
5 万平方米的露营基地和大型游乐设
施“落日沙滩”，游客络绎不绝，成为网
红打卡点，通过实现农业、加工业、服
务业三产融合、跨界经营，引领一产增
效，二产升级，打造“大生态、大农业、
泛旅游”的城北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150 余万元，吸纳
60多名村民就业，打通强村富民之路。

在全省上下大力实施三个“一号工
程”背景下，2023 年以来，德清县贯彻
省、市两级部署，大力实施“产业强县”，
深入开展“入企走访”活动，精准协调解
决企业发展难题，积极帮助企业参与各
项申报评定。据统计，2023 年，该县
157 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53 家企业被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7 家企业成功申报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同时，德清县委统战部持续深化
“万企兴万村”“百贤百企兴百村”工
作，积极探索村企结对共建机制，持续
动员民营企业家、党外代表人士广泛
参与乡村振兴，涌现出组织联建、商会
搭台、生态入股、共富工坊、多党合作
等五大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德清县
共有 113 家企业结对帮扶 90 个村，实
施帮扶项目 113 个，带动就业近 5300
人次，人均增收达 2 万元，城乡收入倍
差降至1.58∶1。

共谋发展，同向发力。为进一步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德清县委统
战部牵头抓好优化提升营商人文环境
有关工作，大力实施“德商青蓝接力工
程”，启动并实施青年德商同心启航计
划和新生代企业家“双传承”计划，定
期举办“青蓝接力德商沙龙”，为新老
企业家搭建对话平台，充分发挥老一
辈民营企业家在典型引领、经验传授
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

多措并举助力民营经济“乘风生长”

德清：产业强县走出新路子
杨斌英 沈 宇 曾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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