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 12 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79 零售：1 元 ／份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 20170037 号 广告热线：63522410 发行热线：63526151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1122 冬冬残残奥奥特特刊刊
２２００2222年年 33月月 99日日··星星期期三三││本本版版编编辑辑 于于彧彧││美美术术编编辑辑 王王巍巍││校校对对 黄黄巍巍

“没有取胜秘诀，就是一直滑”

并并肩肩作作战战了了不不起起

88第第 金

刘刘梦梦涛涛

北京冬残奥会进入第4天 。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的残奥
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 （坐姿） 比

赛中 ， 中国运动员刘梦涛夺
冠。 从短距离比赛的第三名到
中距离比赛的第一名， 刘梦涛
表示 ， 自己没有什么取胜秘

诀， 就是一直滑、 加速滑。
他坦言 ， 自己其实并

没有什么强项 ， 靠的就是

一直滑、 加速滑。 在当天的比赛
中， 刘梦涛一开始在射击中出现
了失误。 不过， 刘梦涛并没有因
此而受到影响 。 凭借稳定的发
挥， 他不但战胜了对手， 也战胜
了自己。 冲过终点， 他一下子躺
倒在地， 大口喘着气。

“当时没敢想太多， 我想着
就算罚圈， 我还可以靠滑行的速
度能赢出来一点儿。”

刘梦涛表示， 自己获得铜牌
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能够
夺冠属于超额完成任务。 刘梦涛
说， 自从拿了铜牌之后， 很多人
都给他发信息为他加油。 前一天
晚上， 他和家人微信聊天， 也感
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这些
信息我不太敢看， 越看越紧张。”
刘梦涛笑言， 可能要回复很多信
息， 比赛前他没有带手机， 估计
信息已经 “爆了”。

赛后， 刘梦涛滑向场边和外
教拥抱庆祝， 并友好地和外国运
动员握手。 中国运动员刘子旭、
王涛、 朱运锋到达终点后， 刘梦
涛和他们一起高举国旗 ， 喊出
“中国队加油 ” 的口号 。 他说 ，
教练和队友就像他的父母兄弟一
般， 大家互相照顾， 相互扶持，
就像亲人一样。

刘梦涛拿了金牌， 队友们都
为他感到高兴。 “不管四个人谁
拿了冠军 ， 我们都替他高兴 。”
获得第7名的王涛激动地表示 ，
在短距离和中距离的比赛中， 中
国队都拿到了金牌， 这为大家增
添了不少信心。 “他们 （刘梦涛
和刘子旭） 开了个好头， 我和朱
运锋也要努力， 争取为中国队拿
到更多奖牌。”

据 《北京日报》

刘梦涛谈夺金：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
残奥会的举办 ， 吉祥物 “冰墩
墩” 和 “雪容融” 深受追捧， 甚
至出现了 “一墩 难 求 ” 的 局
面 。 不过 ， 这可难不倒顺义区
胜利街道的小朋友们， 他们或用
彩泥制作、 或用剪刀裁剪， 用自
己的双手制作出了憨态可掬的
“冰墩墩 ” 和呆萌可爱 “雪容
融”， 以这种方式一起为冬奥盛
会加油。

近日， 在顺义区胜利街道怡
馨家园第一社区文化活动室， 以
“冰雪进社区 助力冬奥会” 为主
题的冬奥会吉祥物彩泥制作活动
举行。 冬奥会、 冬残奥会城市志
愿者们带领着社区亲子家庭一同
制作北京冬奥吉祥物 “冰墩墩”
和 “雪容融”， 大朋友、 小朋友

一起动手， 相互协作完成了一个
又一个作品。

与此同时， 胜利街道红杉一
品社区分批次开展以 “传承剪纸
艺术 为冬奥加油 ” 为主题的冬
奥会 、 冬残奥会吉祥物剪纸活
动。 活动当中， 老师现场讲述剪
纸的发展历程和剪纸制作 “冰墩
墩” “雪容融” 的技巧， 引导剪
纸爱好者们亲手剪出一对俏皮可
爱的北京冬奥吉祥物。 红杉一品
社区齐宇萱小朋友说： “想通过
剪纸这种方式， 为奥运健儿们加
油、 喝彩。”

据悉，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正在胜利街道各社区相继启动，
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在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魅力的同时， 也为冬奥健
儿加油鼓劲。

小朋友自制冬奥吉祥物为健儿加油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通讯员 闫兆松/摄

冬残奥会高山滑雪项目有一些为视障选手设立
的项目， 高山滑雪本就是勇者的运动， 对这些视障
运动员来说更不容易。 视障选手在参加高山滑雪比
赛时， 需要配备一位视力正常选手作为引导员， 二
者的协同作战非常重要， 最终的颁奖仪式上获奖运
动员也会和其引导员一起登上领奖台。

3月7日，在北京冬残奥会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
转视障组比赛中，中国选手朱大庆夺得银牌，这是她
本届冬奥会的第三枚奖牌。 能够取得如此佳绩，朱大
庆特别感谢了自己的引导员闫寒寒。 从电视转播的
画面可以清晰听到， 朱大庆在闫寒寒的引导下进行
比赛， 闫寒寒不时大声喊 “左转”“右转”“下坡”“刹
车”。 这些清晰的喊声，成了朱大庆向前进发的“灯
塔”，她清楚地知道该往“哪里去”。

比赛中， 视障运动员和引导员展现出来的信任
关系令人为之动容， 他们在比赛中有着极高的默契
度： 引导员需要通过高超的滑雪技巧帮助运动员挑
战更好成绩， 但在速度和安全之间， 所有引导员都
会首选安全 ， 运动员也会对引导员保持着完全信
任。 可以说， 在比赛中两个人就是 “一个人”。

更令人感动的是，其实闫寒寒本身也是一位残疾
人运动员。 闫寒寒右臂有残疾，但他乐观向上，对滑
雪运动极度热爱，曾在河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高
山滑雪赛中夺得金牌。 由于伤病，这位滑雪天才并没
有在赛场上更进一步，而是选择成为一名视障残奥选
手引导员，继续着自己的滑雪梦想。 终于，闫寒寒成
为了冬残奥会多枚奖牌得主朱大庆明亮的“眼睛”，为
她保驾护航，两个人共同实现了登上奥运领奖台的光
辉梦想。

无论是夏季残奥会还是冬季残奥会， 我们都能
看到视障选手引导员的身影。 在之前的残奥会比赛
中， 引导员虽然可以和运动员一起上领奖台， 但是
却不能获得奖牌。 在北京2008年残奥会时， 出现过
视障运动员把金牌挂到引导员脖子上的感人情景。
也许是被这些动人的镜头触动 ， 自北京残奥会之
后， 无论是夏季残奥会还是冬季残奥会， 视障运动
员的引导员登上领奖台后 ， 都可以共同获得奖
牌———这可能是残奥会最为人性化的一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