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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男
子大回转比赛 3 月 10 日收官。中国
队最大惊喜由队内年纪最小的选手
梁子路创造，这位17岁的小将拼下
一枚宝贵铜牌。

大回转是残奥高山滑雪技巧类
项目，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冰
河”赛道进行。赛道位于海拔1500
米以上，能够参赛的冬残奥运动员
都非常了不起。

10 日，男子大回转视障、站
姿、坐姿比赛展开角逐。中国队参
加站姿、坐姿比赛。梁子路获得坐
姿组铜牌，让在场记者眼前一亮。

7 日完赛的男子全能坐姿比赛
中，梁子路无限接近奖牌，获得第
四。这让他信心倍增，希望在更擅长

的男子大回转坐姿比赛中谋求突破。
比赛中，他不负众望。首轮以1

分 01 秒 55 的 成 绩 拼 下 小 组 第
四，与第三名差距不大。次轮他滑
得更快，取得59秒37的好成绩。两
轮叠加排名第三，如愿锁定奖牌。

赛后，梁子路非常激动。“我敢
直接往 （旗门） 上冲了，感觉找到
了。”他说，虽然滑行经验没有大家
丰富，但队内的哥哥姐姐格外照
顾。“坐缆车时我特别紧张，队友还
在 安 慰 我 ， 说 我 大 回 转 练 得 最
多，压力不要太大。”

男子大回转站姿比赛中，此前
已揽获一枚金牌的梁景怡位列第
八，是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中国选
手。赛后他表示，他和队友都滑出

了风采，克服了升温融雪、滑行时
间提前等挑战。“遇到困难绝对不能
退缩，男子汉就是要勇敢上。”他
说，梦想是支撑下去的动力，队友
间也在互相激励，后面的比赛还会
继续拼。

最 终 ， 男 子 大 回 转 视 障 、 站
姿、坐姿组别金牌，分别由奥地利
选手艾格纳、芬兰选手基韦里、挪
威选手彼得森获得。截至目前，艾
格纳已在残奥高山滑雪比赛中收获
2金1银1铜，彼得森收获3金1银。

13 日进行的男子回转比赛，将
是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队男选手们最
后一次踏上本届冬残奥会赛场，比
赛的主旋律依旧是——拼！

据新华社

“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的 运 动 员
村，为方便坐轮椅的运动员上下
床，床脚相对于冬奥会的时候降低
了 10 厘米。”在 3 月 10 日进行的北
京冬残奥会“以运动员为中心”主
题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
部部长沈千帆介绍了这个细节。

而在本届冬残奥会上，类似的
细节还有很多，处处体现着对残
疾人的关怀。沈千帆介绍，运动
员公寓里有很多无障碍设施，比
如，所有的门都是单臂可以操作
的推拉门，还有扶手、浴凳等等。

运动员餐厅也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比如调整餐位间距，方便轮椅通
行，增加通道数量，以北京冬残奥村

为例，减少撤移餐位 146 个，保留餐
位 338 个 ，其 中 无 座 118 个 ，有 座
220 个；设置轮椅存放区，准备轮椅
存放牌 35 套；更改饮品、调料等的
摆放规则，方便运动员取用；准备盲
文菜单。

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常务
副主任雷鸣表示，作为残奥冰球的
比赛场地，国家体育馆“以运动员
为中心”，努力为残奥冰球运动员
提供良好的训练、比赛条件。比如
将冰面从 4 厘米增加到 5 厘米，这
样也就增加了冰面强度，因为残奥
运动员的冰橇和冰球杆对冰面的
冲击更大；在运动员席和受罚席进
行了制冰，厚度与比赛冰面保持一

致，这样更有利于运动员更加自如
地滑行进出；将运动员席和受罚席
前方的亚克力板墙更换为透明的板
墙，因为运动员的坐姿较低，这样有
利于他们实时观察场内情况；在运
动员经过的重要区域铺设了仿冰
板，有利于他们乘坐冰橇通行。

在 3 月 6 日的冰球中国队与捷
克队比赛中，现场还为中国队球员
徐 金 强 播 放 了 生 日 歌 。 雷 鸣
说：“每当有运动员过生日，在征
得领队同意的前提下，我们会在大
屏幕上播放，请观众和工作人员共
同献上生日祝福，给运动员一个惊
喜，同时也会用冰球摆出蛋糕的造
型表示祝贺。” 据新华社

“通过我的提前考察，让残疾
人观众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这就
是我最大的成功。”北京冬残奥会
开幕后，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志愿者杨旭就一直忙碌着。同
为残疾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
其他残疾人朋友带来帮助。

今年 44 岁的杨旭是河北省秦
皇岛市的一名英语老师。平时热心
公益的他，在了解到北京冬残奥会
招募志愿者时，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我和妻子非常喜欢旅行，在旅
游过程中我时常感受到全社会对于
残疾人的关心与爱护，因此一直想
着 能 做 点 什 么 回 报 社 会 。”杨 旭
说，正是这一想法使他下定决心成
为一名冬残奥会志愿者。

想 成 为 一 名 冬 残 奥 会 志 愿
者 ， 需 要 经 历 一 系 列 严 格 的 考
核。杨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
冬季运动知识的匮乏。“为了尽快
了解相关比赛，我上网查阅了大量
资料，多次请教一位热爱滑雪的朋
友，请他为我普及冰雪知识。”在克
服诸多困难之后，杨旭通过层层选
拔，如愿成为一名志愿者。“其实我
最想感谢的还是我的妻子，她一直
在背后支持、鼓励着我。”杨旭说。

张家口赛区承担着冬残奥会大
部分雪上项目的比赛，由于需要户
外工作，志愿者们经常要面对寒冷
的天气。杨旭说对于这里的工作条
件，自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
自认为比较耐寒，如果因为有我
在，可以少一位志愿者在外面受
冻，那么我就没有白来。”

冬奥会与冬残奥会期间，杨旭
主要负责通行控制，在场馆的关键
通行点位，查验相关人员的证件是
否具有进入对应区域的权限。工作
内 容 看 似 简 单 ， 但 丝 毫 马 虎 不
得。不过让杨旭最骄傲的，还是自
己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时 的 “ 兼
职”——冬季两项中心无障碍设
施“体验官”。

为 了 更 好 地 服 务 残 疾 人 观
众，冬残奥转换期一开始，杨旭就
和同事们紧张忙碌起来，对已有的
无障碍环境进行细致检查。在场馆
工 作 人 员 和 其 他 志 愿 者 的 陪 同
下，杨旭坐着轮椅对场馆无障碍环
境进行了全流线检验，全程模拟残
疾人观众的观赛过程。从坡道，到
电梯按钮，到观赛位置的安排，每
当发现有可以提升的细节，他都会
拍照存档，并提出改进意见。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我心中的
无障碍不是仅适用于残疾人的，也
应该适用于所有人。”杨旭说，看
到残疾人观众坐在自己建议设立的
观 赛 区 ， 全 程 享 受 着 无 障 碍 环
境，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本身
也是一名坐轮椅的残疾人，但是我
能够提前帮他们排除潜在的障碍和
不适，让他们能够顺利、开心地观看
比赛，感觉非常骄傲。”杨旭说。

随着冬残奥会接近尾声，杨旭
的工作也即将结束。回忆起这段时
间 的 经 历 ， 杨 旭 感 到 收 获 满
满。“通过这次志愿服务，我希望
能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残疾人融
入社会，为社会作贡献。”杨旭
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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