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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运 动 员 需 要 出 发
本报记者 康琼艳

享受体育的乐趣

常

理

湖北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

助 力 残 疾 人 逐 梦 而 行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冬残奥会是残疾人运动员实现

竞技梦想的最高舞台。为了让运动

员在舞台上充分施展才华，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

理念贯穿始终。

一人一策“陪练员”

“残疾人进行体育运动，需要对

人体结构、运动规律有充分认知，不

良的训练习惯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

加重残疾程度。”清华大学智能与生

物机械研究室主任、无障碍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季林红告诉记者，如何有针

对性地挖掘残疾人运动潜力，减少二

次损伤，帮助其更好地实现梦想，是

一个重要课题。

季 林 红 和 团 队 承 担 了“ 科 技 冬

奥”专项“冬残奥运动员运动表现提

升的关键技术”攻关课题。为了摸清

残疾人运动员的情况和需求，科研团

队跟随国家队的集训，辗转全国多

地，与运动员朝夕相处、紧密配合。

“残疾人个体差异较大，即便是

同一个项目，不同运动员的生理特

点、体能情况、发力方式、动作姿态都

千差万别，需要量身定制‘一人一策’

的训练方案，并配备个性化的训练器

械和辅助器具。”季林红告诉记者，基

于这样几乎“同吃同住”的研究，科研

人员得以看到残疾人运动员不为多

数人所知的困难。

习惯单侧发力的截肢运动员通

常核心肌肉力量不对称，长此以往会

导致肩胛不稳等损伤；轮椅冰壶项目

要求运动员精准发力，但部分截瘫运

动员对冷的知觉不敏感，往往冻伤而

不自知；越野滑雪中，运动员采用坐

姿或跪姿，必须借助匹配自身关节角

度、宽度的滑雪架才能完成比赛，否

则极易受伤；单板滑雪中，运动员穿

着的假肢也需要根据踝关节、膝关节

调整参数，以保证残肢与另一侧肢体

的力量均衡。“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运

动员的健康、安全和竞技表现，一点

都马虎不得。”季林红说。

经过反复测试迭代，科研团队研

发出一套数字化监控系统，通过记录

运动员的生理参数、训练强度、技术

动作等信息，建立数据模型，为运动

员的动作优化、伤病预防和康复提供

保障。

科研人员还研发了国内首款可

用于单板滑雪运动的滑雪假肢，为寒

冷感知不敏感的截瘫运动员开发保

暖护具。在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

项目中，季林红团队所研制的滑雪架

陪伴着郑鹏、毛忠武、杨洪琼、李盼盼

等多名运动员夺得奖牌。“科技助残

就是要聚焦残疾人运动员的实际困

难和需求，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发挥潜

力，超越自己。”季林红说。

赛场内外“保护神”

冰雪运动是高风险运动，不少运

动员新伤叠旧伤，赛时的医疗保障服

务对运动员顺利比赛至关重要。作

为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随

行队医，58 岁的洪涌除

了要承担全体队员

的 日 常 诊 疗 任

务，还要做好

疫 情 防 控

管理和反兴奋剂工作。

洪涌告诉记者，不同体育项目的

医疗服务难点并不相同。随着运动

量增大，队员们的陈旧性损伤复发，

疼痛、行动不便等症状逐渐显现。为

了给运动员提供优质保障，代表团做

足了准备，将微波治疗仪、光电治疗

仪、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等器械都带进

闭环内，还从甘肃白银的训练基地运

来 3 台诊疗床。

“我的房间就是一个‘五脏俱全’

的诊疗室。”洪涌说。作为一名入行

30 年的队医，洪涌是距离运动员病痛

最近的人。近一年来，他跟随队伍赴

白银、安康等地参与医疗保障，目睹

了残疾人运动员为了争夺哪怕 0.1 秒

的优势，要忍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

代价，“残疾人运动员能够站上赛场

十分不易，如果出现病痛不能及时处

理，就有可能影响后续发挥”。

和洪涌一样，奔忙在赛场上的滑

雪医生同样承担着重要使命。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医生李

曼就是滑雪救援队中的一员。李曼

告诉记者，残奥高山滑雪项目的滑行

时速高达 100 公里，加上雪道陡峭，运

动员稍有失误就有可能摔倒、滑坠，

受伤的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依靠自己

滑出雪道。

为了及时抢救伤员，滑雪医生在

接到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后，必

须 在 4 分 钟 之

内 穿 好 雪

具，背负 15 公斤重的救援装备赶到伤

员身边，协助伤员脱除辅助器具，在

检伤固定后转运到山下运动员医疗

站。“由于残疾人运动员滑行姿势的

控制难度更大，错过或碰撞旗门等失

误时有发生。”李曼说。

争分夺秒“魔术手”

在冬残奥会赛场上，辅助器具是

残疾人运动员不可或缺的“无声战

友”。作为肢体的延伸，假肢、轮椅和

矫形器帮助运动员支撑起身体，朝着

终点勇敢进发。

在此次冬残奥会上，为了解决残

疾人运动员的“后顾之忧”，北京、延

庆和张家口赛区的 3 个残奥村和 5 个

竞赛场馆均设立了技术维修服务机

构，近 50 人的技术团队专门为残疾人

运动员所使用的轮椅、假肢、矫形器

等运动器具和生活辅具提供维修服

务，问题器具在技师们一双双“魔术

手”的操作下恢复如初。

位于北京冬残奥村的奥托博克

技术维修服务中心技师张鸾告诉记

者，冰雪项目发生激烈碰撞的概率较

高，为了不耽误运动员的训练和竞赛

日程，技师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完成维

修。为此，维修中心准备了 1000 多种

零件，并配备了打磨机、带锯、红外烘

箱和焊枪等专业设备。

“大到车轮变形、脚板断裂、假肢

修正，小到坐垫缝合、轮胎充气、靠背

调节，只要有需求，都会尽量满足。”

张鸾说，只有确保装备时刻保持良好

状态，才能让运动员心无旁骛

地投入比赛。

北京冬残奥会赛程过半，

残疾人运动员以顽强的意志和

永不服输的拼搏状态，为人们

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当

视障运动员跟在领滑员身后，

从 高 山 雪 道 上 飞 速 直 下 的 时

候；当坐姿滑雪运动员突破身

体极限，完成 18 公里越野滑雪

的时候⋯⋯生命的张力、人性

的光辉竞相绽放，寄托着“勇

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运

动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关 心 关 注 残 疾 人 是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重 要 标 志 。 近 年

来，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 尽 情 享 受 体 育 的 乐 趣 。 北

京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将引

导更多人关注冰雪运动、体育

运动，从而融入全民健身的热

潮之中，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各地要进一步为残疾人参

与 体 育 运 动 创 造 良 好 硬 件 保

障 。 加 快 推 进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让更加便捷、安全、人性化

的无障碍设施成为广大残疾人的“眼、手、腿”，使他

们有条件、有能力也有信心参与体育运动，为全民健

身事业贡献力量。

同时，还要注意为残疾人体育运动提供软件支

持。近些年，啦啦操、轮椅太极拳、柔力球、盲人足球

等项目开展得卓有成效，残疾人参与运动的兴趣被

极大地调动起来。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调

整思路、创新方式方法，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参与的

体育活动项目。

借北京冬残奥会举办的契机，我们要大力营造

关心、支持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良好氛围。残疾

人为实现人生目标，需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付出更多的努力。一个掌声、一次鼓励、一场胜利，

都可能成为他们继续拼搏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携起

手来，共同努力，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开启新篇章。

3 月 3 日，在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山峡

民俗客栈，30 多名妇女欢聚一堂共话发展。

她们的致富带头人叫崔永兰，16 岁那年，她

遭遇车祸，失去大半个手掌。在当地残联的

帮扶下，崔永兰通过电商销售脐橙，开办山

峡民俗客栈⋯⋯诚信让她收获了顾客的信

任，生意越做越红火。

如今，59 岁的崔永兰已是秭归县山峡企

业联合体总经理、秭归县第十九届人大代

表，经营的企业服务周边农户近 1.5 万人。

“国家对残疾人的扶持政策很多，但我们也

要自立自强，为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崔

永兰说，让她自豪的不是挣了多少钱，而是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为了让省内 380 余万名残疾人过上幸

福美好的生活，湖北出台多项措施，从提升

残疾人康复质量、帮扶城乡残疾人就业创

业、提供无障碍环境等多方面发力，积极开

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湖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夏亚灵

说，当前湖北关爱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日

益浓厚，残疾人社会活动参与率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目前湖北省 66.8 万建档立卡持证

残疾人全部脱贫，脱贫率达到 100%；49.5 万

困难残疾人得到生活补贴，69 万重度残疾人

享受护理补贴，覆盖率达到 100%；残疾人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7%。

为迎接冬残奥会，湖北去年 12 月 22 日

启动了第六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运

动场上到处都是残疾人奋力拼搏的身影。”

夏亚灵说，这些运动员虽然身体上有残疾，

但都乐观向上。所有人在为他们鼓掌欢呼

的同时，也必然会对残疾人事业更加关注。

湖北省委、省政府格外关心残疾人，重

视 残 疾 人 事 业 ，将 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十 四

五”规划列为湖北省 42 个省级重点专项规

划之一，并于去年年底印发了《湖北省残疾

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在“十

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设置的

11 个项目中，部分指标设置略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规划》围绕健全残疾人保障体系、优

化残疾人就业机制、完善残疾人康复体系等

展开，将指导各县市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专业

化、均等化、便利化、精准化的公共服务。”夏

亚灵说，随着《规划》逐步落地，湖北省残疾

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将更完善，残疾人的

生活将更殷实、更幸福、更有尊严。

3 月 7 日，北京冬残奥会高山

滑雪女子全能（视障）比赛举行，

中国选手朱大庆（右）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3 月 8 日，北京冬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比赛举

行，中国选手刘梦涛夺冠。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服务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的志

愿者在清理冰面。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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