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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和体育结缘，很多残疾人
运动员的人生也许会与现在截然不同。

“从一个裁缝到一名残奥会选手，
是运动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巴黎残奥
会浙江选手之一、38 岁的皮划艇运动
员谢毛三发出这样的感慨。

巴黎残奥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在
女子单人皮划艇 KL1 级决赛中，谢毛
三以 54.91 秒的成绩获得第五名。虽
然没能站上领奖台，但这次的成绩比
她在杭州亚残运会上夺冠时的成绩更
快了。

谢毛三说，感谢有机会接触体育
运动，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种可
能。1986 年，谢毛三出生在安徽农
村，因患小儿麻痹症，小时候的她连蹒
跚走路都困难，因此也“很少上街，有
阴影”，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上运
动员的道路。

长大后，谢毛三跟着裁缝师傅学
了 3 年。2010 年，她嫁到泰顺，成了
浙江媳妇。本想安心当全职太太，一
次偶然的机会，谢毛三生活发生转变。

在一次由当地残联举行的活动
中，她向主办方表达了自己对运动的
热爱。在残联的推荐下，她开始接触
皮划艇运动，后又被推荐至省队训练。

一次次大赛的出色表现，尤其是
在杭州亚残运会上夺得首金，让更多
人认识了谢毛三，也知道了她不屈的
人生。

对于大部分残疾人运动员来说，是
体育为他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户。

“谢毛三的经历，是我省许多残疾
人运动员的缩影。在浙江，有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一
些具有运动天赋的残疾人，也有更多
被发现的可能。”省残联文体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

走路都走不稳的“神骑小子”李樟
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首金，在强
手如林的巴黎赛场上为国奋勇争先。

黑暗中的掷铁饼者薛恩慧，42 岁
时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就登上了世界
级赛事领奖台，她比决赛场上年龄最
小的选手年长了15岁。

狂揽 7 金、屡破纪录的蒋裕燕，在
陆地上需要借助轮椅、假肢行走，在水
里却是名副其实的“飞鱼”⋯⋯

“游泳给我了自信、给了我勇气、给
了我人生的动力。”更让蒋裕燕欣慰的
是，这几年，残疾人的体育运动在浙江
各地发展很快，“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残
疾孩子，能够在运动中收获快乐。”

从悉尼残奥会游泳运动员尹建华
收获2金2铜，实现浙江在残奥会上金
牌零的突破，到巴黎残奥会的 14 金 3
银6铜，参赛选手全部进入前八名，浙
江残疾人体育人才储备越来越强。

为了发现、培养更多优秀的残疾
人运动员，浙江建立了一套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的机制。这几年，先后出台

《浙江省残疾人运动员集训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浙江省输送残疾人运动员
奖励办法》，激励各地残联广泛发动、
主动配合全省运动员选拔工作，进一
步挖掘发现残疾人体育人才，输送新
鲜血液。

省财政厅、省体育局等部门在专
业人才、经费投入等方面为残疾人竞
技体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不少优秀
的健全人项目教练员参与到残疾人体
育的训练和指导中。

今年暑假，由绍兴市残联与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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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蒋裕燕不由想起自己
11 年前参加绍兴市残疾人运动会时
的场景：“当时参赛的选手很少，运动
员也没有按残疾类别进行分级。”

当年，为了增加平衡能力，蒋裕燕
的妈妈让她学习游泳，在教练的指导
鼓励下，她学会了各种泳姿，又因为成
绩突出，一路进入省队。

如今，这些练习游泳的残疾孩子
都知道，家乡有位大姐姐是残奥赛场
的“多金王”：东京残奥会2金、巴黎残
奥会 7 金，是巴黎残奥会上获得金牌
最多的运动员，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榜样力
量，正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拥
抱运动，拥抱新的人生可能。

一套好机制 挖掘优秀人才一套好机制 挖掘优秀人才

从零星的参赛项目，到巴黎残奥会
上的 11 个大项、69 个小项的角逐⋯⋯
这些年，浙江大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
发展，培育竞技人才、改造硬件设施、升
级保障服务、积极为残疾人体育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

一个盲人门球训练基地的从无到
有，见证了浙江盲人门球项目的突破。

2003年，为了能让残疾人运动员有
个相对稳定的训练环境，省残联与民营
企业家陆财良接洽，提出了把浙江省盲
人门球队员安置到厂里的设想。

当时，盲人门球并没有专属的训练
场地，只能借用塘栖中学的场地，条件艰
苦。那年夏天，陆财良偶然去场地看到
训练场景后震惊了，“他们脱下鞋子都能
倒出汗水来。”

当时厂里正好在做基建，于是他们
调整图纸，专门新建了门球馆。有了带
空调设备的门球馆，队员们训练更刻苦
了。那年，浙江盲人门球男女队双双拿
到全国冠军。而此前，浙江队的最好成
绩是第5名。

浙江盲人门球队成绩怎么一下子上
来了？中国残联有些奇怪。了解得知浙
江民营企业参与盲人门球项目这一模式
后，中国残联对此表示肯定，后来国家盲
人门球训练基地正式落户塘栖。

从初具雏形的企业内部训练场地，
到如今总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的高规
格赛事场馆，还被确定为杭州亚残运会
盲人门球比赛场馆，这里成为培养盲人
门球冠军的摇篮。

目前，浙江盲人门球男女队已连续
四届夺得全国残运会冠军。基地走出了
20 多名残疾人体育运动世界冠军。国
家盲人门球男队勇夺北京残奥会金牌、
东京残奥会银牌；国家盲人门球女队曾
获残奥会三届亚军，在巴黎残奥会上获
得铜牌。

除了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外，杭钢集
团宁波钢铁有限公司每年赞助100万元
专项用于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圆通公
司出资资助轮椅篮球项目⋯⋯在浙江，
爱心企业扶残助残、支持残疾人体育事
业的氛围日益浓厚。

回望浙江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时
间轴，有两个时间节点尤为重要——
2011 年的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和
2023年的杭州亚残运会。

这两场家门口的残疾人体育赛事，
浙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办赛精彩、参赛
出彩、事业添彩。

13 年前，以举办第八届全国残运会
为契机，浙江省残疾人体育训练指导中
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后改为省残疾人文
化体育指导中心）。中心拥有赛事标准
的训练场馆，经常组织、承接省队和国家
队备战训练任务。走进中心，田径场、游
泳馆、篮球馆、羽毛球馆、力量训练房等
场馆一应俱全，这里集训练、食宿、医疗
科研服务保障为一体，在全国也不多见。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浙江以赛事
为契机，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
发现和挖掘了一批拥有潜力的运动员。

杭州亚残运会更是如此。浙江以“两
个亚运，同样精彩”的要求，全力以赴投入
赛事筹办和备战参赛各项工作。为了方
便残疾人观赛，亚残运会的19个竞赛场
馆全部完成永久无障碍设施建设。

杭州亚残运会是中国第一次组队参
加草地掷球比赛。经报请中国残联批准
同意，由衢州市组建残疾人草地掷球队，
承担该项目的备战训练任务。如今，衢
州有了残疾人草地掷球主题公园，草地
掷球这项陌生的运动，逐渐被更多人熟
知和参与。

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成熟的场地
条件，正为浙江残疾人体育事业积蓄更
多的力量，厚积而薄发。

一座门球馆 彰显爱心力量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
奇曾说：“残疾人运动是唤醒人类良知
的运动。”

巴黎残奥会已闭幕，但巴黎先
贤祠内的残奥会展览仍在持续。这
场名为“从体育融合到社会包容的
残奥会故事（1948—2024 年）”的展
览，用图文、视频和实物，展示了残
奥会的发展历程，回顾了残奥运动
的社会融入进程和公众对残疾人运
动的认知演变。

我国残障人士约8500万，约占总
人口 6%。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日常
生活中大家较少看到残疾人的身影。

因为体育，他们才有更多机会站
到舞台的中央。因为体育，越来越多
的浙江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强
健体魄、提高生活质量。

一根“彩虹绳”，在黑暗中指引着
方向、连接着信任；一根“彩虹绳”，把
朱亮和他的陪跑员，紧紧联系在了
一起。

浙江省盲人协会主席、湖州市盲人
协会主席朱亮，是“彩虹绳”公益服务发
起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受益者。失明多
年的他知道，不少视障人士因为缺乏运
动患有“三高”，还有人出门少，社交圈
很小，“让视障群体走出家门、参与全民
健身，很有必要”。

因此，当马拉松爱好者沈卫东找
到朱亮，想要组织一支公益队伍，让爱
心跑友陪伴视障人士跑步时，两人一
拍即合。

如今，参与者不断扩容，残健融合
的“彩虹绳”活动，已成为湖州一道移

动的风景。
据了解，近年来，浙江开展“喜迎

杭州亚残运会·残疾人文体活动进社
区”活动，各地组织开展文体活动近
3000 场，近 10 万名残疾人参与各类
健身体育活动。

浙江还将残疾人文化体育纳入文
化浙江和体育强省建设，深度融入公
共文化体育惠民工程、重大项目建设
和各类文化体育服务；并将残疾人体
育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内容，大
力开展残疾人康复健身活动。“康复体
育进家庭”“残疾人文体活动进社区”
等活动，深受残疾人群体欢迎。

“重要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改造”
被纳入 2023 年度省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政府网站、办事窗口、公共服务机
构网点等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破解
特殊群体出行难、沟通难、融入难等问
题⋯⋯

浙江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攀高征
程，折射出浙江残疾人事业的不断发
展。如今，浙江在残疾人康复、体育、
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均走在全国
前列。

残疾人体育赛事是残疾人运动
员的盛会，更是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契机。相信巴黎残奥会上的佳绩，
将 激 励 更 多
的 残 疾 人 奋
发自强，进一
步 促 进 浙 江
残 疾 人 事 业
更 高 质 量 全
面发展。

一根“彩虹绳”见证残健融合

“彩虹绳”活动已成为湖州一道移动的风景。 受访者供图

9月24日下午，第17届夏季残奥
会浙江参赛总结座谈会在省人民大会
堂召开，为浙江军团的巴黎残奥会征
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14金3银6铜——这是浙江运动员
在巴黎残奥会赛场上交出的亮眼成绩
单。金牌数、奖牌数均创我省历届参赛
之最，金牌数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二，
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残奥会金牌榜
和奖牌榜“六连冠”作出了重要贡献。

打破7项世界纪录、2项残奥会纪

录——浙江运动员打破的纪录数位居
全国各省（区、市）之首。更令人欣喜
的是，浙江参赛的 38 名运动员，全部
进入了前八名。

耀眼的成绩，是浙江残疾人运动
员和教练员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我
省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生动体现。

浙江的残疾人数量和人口占比，
在全国均处于中游，残疾人体育为何
能这么强？背后又有什么启示？记者
深入探寻。

巴黎残奥会上我省选手创造历史最好成绩巴黎残奥会上我省选手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体育体育，，为残疾人打开了另一扇窗为残疾人打开了另一扇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沈 吟吟 王晨辉王晨辉

东阳木雕艺术大师胡先民（左一）4岁患上骨髓炎，右腿落下终身残疾。巴黎残奥会期间，
胡先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残奥会“美丽工坊”。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 位于杭州临平塘栖的国家盲人门球训练基地，
是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盲人门球竞赛场馆。按照

“无障碍标杆场馆”的建设要求，场馆内配备了无障
碍卫生间、无障碍坡道、轮椅观众席等无障碍设施。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① 巴黎残奥会上，游泳运动员蒋裕燕向观众挥手
致意。
② 巴黎残奥会上，自行车运动员李樟煜在比赛中。
③ 巴黎残奥会上，举重运动员谭玉娇在庆祝胜利。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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