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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圆 梦 向 未 来
本报记者 柳 文 李 景 张 雪

10 月 28 日晚，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闭幕

式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一届全面

展现亚洲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盛会画上圆

满句号。

这些天，世界为顽强拼搏的运动员们加油

欢呼。虽然身体残缺，他们的心中却绽放着美

丽花朵；虽然生命曲折，他们的脚步却始终追

逐着梦想的方向。与赛场上的美丽绽放相辉

映，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自强身影、中国残疾

人事业发展的亮丽答卷，同样美丽呈现。

精彩办赛

践行“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办赛理

念，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围绕

“两个亚运，同样精彩”目标，杭州用热情周到

的服务礼遇四海宾朋，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庄

严承诺。

新的故事和传奇，在杭州创造。亚残运会

是仅次于残奥会的世界第二大残疾人运动

会。杭州亚残运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共有 44 个国家（地区）近 5200 人参加，其中运

动员 3100 多名；这也是历届亚残运会中项目

最多的一届，共设 22 个大项、564 个小项。

“残疾人运动会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包

容、共融和文化的交融。”亚残奥委员会主席马

吉德·拉什德说，杭州让亚洲各地的残疾人运

动员在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竞技，运动员通过

比赛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决心和力量。

2020 年 3 月，杭州亚残运会会徽“向前”、

主题口号“心相约，梦闪耀”正式向全球发布。

“会徽整体的视觉要素与杭州亚运会会徽‘潮

涌’在风格上保持一致，图像传达上又有明显

的亚残运会特征。”会徽设计者、中国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正达说，亚运会和亚残

运会，同一个赛场和赛道，同一个起点和终点，

呈现出体育运动所有运动员的平等。

办赛的核心在于场馆。去年 3 月，杭州亚

运会、亚残运会 56 个竞赛场馆全部竣工并完

成赛事功能验收。杭州亚残运会 19 个竞赛场

馆中，仅有 2 个竞赛场馆是亚残运会独立使

用，其余 17 个场馆与亚运会共享，在亚运会比

赛结束后顺利进行转换。

“不论是赛事场馆还是亚残运村，都让运

动员感到宾至如归，亚残运会期间，大家在杭

州留下了美好回忆。”马吉德·拉什德表示。

犹记得开幕式的精彩场景。在虚拟特效

技术加持下，一棵昂然挺立的“金桂花树”出

现，点点金黄充盈全场，象征着残疾人运动员

超越自我、坚韧生长的精神，闪闪发光。手执

亚残奥委员会会旗穿过场地的 8 名中国残疾

人运动员中，有残疾人乒乓球大满贯得主，有

连续五届残奥会冠军，有中国首位残奥会冠

军，也有世界纪录创造者。他们代表着一代代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开拓与突破。在接续奋

斗中，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闭幕式演出同样充满温暖与感动。以《惜

别在今宵》《清茶敬远行》《最忆是杭州》三个表

演章节和《你最精彩》《清茶敬远行》《你最难

忘》三个短片讲述，以“礼”“韵”“情”展现杭州

记忆、中国心意和亚洲情谊。

当动听的旋律再次奏响，唱片变换成色彩

斑斓的世界，向人们送出美好祝福：心相约，梦

闪耀；一起向未来，期待再相聚。

有爱无“碍”

亚残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也是展现

举办城市温暖和友爱的窗口。杭州全方位优

化城市无障碍环境，围绕竞赛场馆、亚残运村

及分村、接待饭店与城市重要路段进行改造提

升，努力为运动员和来宾打造无障碍环境。

“为更好服务残疾人运动员，亚残运会场

馆新增了无障碍坡道、轮椅席位等无障碍设

施，我们 24 小时盯紧转场期间场馆的设备调

整，对相关用电线路排布进行针对性优化。”国

网杭州供电公司亚残运会电力保障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张伟峰说，杭州亚残运会持续一周，

涉及保电场所 129 家，其中竞赛场馆 19 家，国

网杭州供电公司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以

无“碍”助有爱。

位于杭州高新（滨江）区的奥体中心体育

场，是亚残运会开闭幕式和重要赛事的举办

地。为确保实现功能完善、安全舒适的无障碍

环境，场馆共改造完成无障碍卫生间 36 个、无

障碍厕位 108 个，并在每个无障碍卫生间安装

了中英文语音引导系统，帮助视觉障碍者快速

找到设施位置；优化 35 台无障碍电梯、5 部无

障碍楼梯与 3 处无障碍坡道，让盲文按键触手

可及。

针对特殊群体办事需求和特点，杭州高新

区升级建成行政服务中心“无障碍专窗”，推出

全门类、全流程代办服务，让办事人获得“专窗

专人专办”的暖心服务；专设低位服务台，为行

动不便人群配备爱心轮椅、拐杖、助听器等

设备。

“随着亚残运会的举办，杭州 24 万名残

疾人感受着、体会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给

他们带来的便捷。”杭州市残联理事长杨英

英说。

为了让残障人士出行有爱无“碍”，杭州提

升城市道路 75 条段、盲道 3000 余公里、缘石坡

道 2.9 万处、城市人行天桥地道 50 座、无障碍

公厕 1600 余座，实施老旧小区电梯改造 1000

台，建成“红色阵地”无障碍示范点 260 余处、

公交站台 3500 余处，推出 300 辆无障碍巡游出

租车，打造了以西湖、良渚、运河等世界遗产为

核心的 5 条无障碍旅游线路。

“有了这个无障碍花园，大家经常到这里

开展各项户外活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杭

州市西湖区无障碍花园，一名盲人游客高兴

地说。

扶手护栏、盲文标识、智能语音提示⋯⋯

一处处用心设计的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创造

安全、舒心的户外活动场所。轻风吹过，一群

视障跑步爱好者沿着步道跑来，盲人按摩师钱

伟说，他们每周日早上会来这里跑步，“无障碍

通道很安全，让我们很安心”。

环境无碍，生活有爱。今年 9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作为

我国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门性法律，这

部法律为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

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杨英英认为，随着专门性法律施行、亚残

运会效应持续显现，无障碍理念将更加深入人

心，无障碍环境建设将取得更大成绩。

多彩生活

“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但很高兴为您服

务。”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新宜社区邻里中

心，藏着一家手语咖啡店。赵东芳是这家小店

的店主。

吧台前，身着绿色工作服的赵东芳身体微

微前倾，用双手将咖啡递给顾客，并微笑着用

手语比出“谢谢”，顾客也微曲双手大拇指，学

起了“谢谢”等简单手语。双方会心一笑，温情

善意和咖啡香气一起，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看到亚残运会赛场上坚持不懈的残疾人

运动员，赵东芳很受鼓舞，“人生如同赛场，都

需要不屈服、不放弃的心态，经营咖啡馆虽比

不上为国争光，但精神一脉相通”。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才能

让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劳

动增加收入、获得认可，是我最开心的事。”在

宁波市海曙区“灿益工坊”，听力障碍人士李勤

笑着说。工作台四周分类码放着钥匙包、钱包

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她新制作的订单产品。

海曙区残联在当地旅游景点南塘老街成立残

疾人文创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这为李勤带来每

月数千元的稳定收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

全面发展。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陆续

出 台 。 125.3 万 名 残 疾 人

被 纳 入 特 困 供 养 ，

1045.5 万 名 残 疾 人

享 有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残 疾 人 兜 底 保 障 网 越 织 越 牢 。

114.6 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1218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助器具适配

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

定在 85%以上，残疾人生活质量进一步

改善。

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帮助残疾人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质

量，促进残疾人充分就业；持续推进残疾人文

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残疾人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坚持发展特殊教育，残疾人受教育权益得

到保障⋯⋯

“这次亚残运会火炬接力，杭州有 60 名残

疾人火炬手，还有近 200 名残疾人艺术家、表

演家、文创工匠参与了开闭幕式和亚残运村各

类欢迎仪式、文化展陈等活动，对他们来说这

是闪光时刻，因此加倍珍惜。”杨英英表示，残

疾人奋力逐梦的场景，给这座城市留下了闪耀

瞬间。

接下来，杭州将进一步推动残疾人体育设

施建设，做好亚残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推动

场馆惠民政策进一步落地；积极举办残疾人体

育赛事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市综合性运动

会、专项体育赛事等，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

育发展；加快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为残疾人

体育健身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让运动改变他

们的生活。

向阳而生，逐梦前行。广大残疾人自信、

自立、自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征程上绽放精彩人生。

奏 响 生 命 的 强 音
康琼艳

过去一个月，杭州这座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城市再次

成为世界的焦点。这是继 2016 年 G20 峰会之后，杭州又

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杭州亚残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事，折射出中国残疾人体

育事业的巨大成就。和亚运会相比，亚残运会没有太多耀

眼的明星运动员，但赛场上不断定格的励志镜头却一点都

不少。“无臂飞鱼”郭金城以头撞壁，打破自己创造的纪录；

“蒙眼飞人”刘翠青在领跑员的默契引导下克服恐惧、纵情

奔跑，第一个越过终点；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大的运动员高

延明 59 岁奔赴赛场，在轮椅上诠释“爱‘乒’才会赢”的人

生信条⋯⋯他们坦然接受自身缺陷，努力扼住命运咽喉，

用一滴滴汗水、一步步前进、一次次出击演绎精彩、书写传

奇，共同奏响生命的强音。

体育是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身心、参与社会、实现全

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发展残疾人体育，对于保障残疾人平

等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从上海特奥会到北京残奥会，再

到杭州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在过去十几年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社区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目各具特色，

“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品牌活动风生水

起，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我国残疾人体

育事业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杭州亚残运会不仅是

一场体育竞赛，更是对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辉煌成就的一

次集体呈现。

杭州亚残运会是一场人文盛事，彰显出社会文明的进

步与城市建设的温度。“会说话”的观众手册、“摸得到”的

服务指南、随处可见的缓坡设计、专门规划的无障碍安检

通道、能够“听声辨位”的无障碍洗手间⋯⋯无论是亚残运

会的 19 个竞赛场馆，还是亚残运村，每一个贴心的设计都

流露出对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细

节为各国运动员留下了美好回忆。赛场上，他们勇敢追逐

梦想、绽放生命精彩；赛场外，一批专业的“辅具医生”严阵

以待，为每位有需求的残疾人修理拐杖、保养轮椅；回到亚

残运村，他们从一餐一宿的点滴中感受诚意满满的中国

温度。

有爱无“碍”并不只在杭州亚残运会。从杭州出发，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理念早已深入全国各个城市的角落。公

共场所、城市交通、老旧小区里不断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让

残疾人的生活半径得到延伸；公共图书馆、电影院里日益

丰富的无障碍文化产品满足了残疾人精神消费需求；覆盖

网站、手机、APP 的信息无障碍建设让残疾人畅享数字时

代红利⋯⋯我国有 8500 多万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建设直

接关乎残障群体的生活品质和生命尊严，牵系着残疾人回

归社会、融入生活的殷切希望，是社会文明高度和城市建

设温度的重要体现。

回顾短短赛期，杭州亚残运会留给人们的感动远远不

止于此。开闭幕式上，残障演员们听不到声音却能舞出生

命的律动，看不到画面却一样能感受到现场的精彩，残障

人士逐梦人生的道路越来越宽。智能仿生手点燃主火炬，

四足机器人当起导盲犬，AI 虚拟人手语实时翻译⋯⋯丰

富多样的助残设备让残疾人跑得更快、走得更远，传递出

科技向善的动人力量。

以杭州亚残运会为契机，越来越多人将会加入到关爱

残疾人的行动中来，残疾人群体也将在体育精神的感召下

勇敢突破自我、活出精彩人生，共享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

荣光。

图① 在杭州市钱塘区高沙社区文渊路文明驿站，

工作人员将彩绘的“飞飞”布袋送给市民。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设置的方便残

障人士问询的低位服务柜台。

龙 巍摄（中经视觉）

图③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电力保障团队对

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升国旗的鼓风机配电箱

进行红外测温。 姚靖霖摄

图④ 火炬手蔡琼卉在智能导盲犬

的引导下进行火炬传递。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⑤ 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上

的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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