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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伊莱亚斯·塞曼在轮椅击剑
项目男子重剑个人B级小组赛第一
轮第四场比赛中再次不敌对手，以
全负成绩结束杭州亚残运会之旅。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艰难调整坐
姿，仰头咬紧牙关，额上冷汗密布。

“周一小组赛时，我感觉身体
状况还不错，但今天却感觉身体完
全失控了。不管怎样，我竭尽全力
了——在场上击剑时，我很享受，
这让我感到自己无所不能。”这名
38岁的黎巴嫩轮椅剑客说。

在当日进行的比赛中，塞曼
遭遇来自中国队的强大对手冯彦
可，以 1:5 告负。赛后碰剑致意
时，他向冯彦可竖起大拇指，感
谢他让自己得了一分，而冯彦可
也对他充满敬意，在他离场时紧
握了一下他的手。

5 岁那年，塞曼因神经系统
疾 病 而 瘫 痪 ，从 此 只 有 右 手 能
动。在杭州亚残运会轮椅击剑
赛场，他是唯一无法自主移动上
半身的运动员。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不适合练
习轮椅击剑，但他出现在赛场，对
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精神激励，那
一刻我和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冯彦可说，在确保自己不输的前
提下，他想看到塞曼得分时开心
的样子，而其他和塞曼交手的中
国队员也是如此。

虽然没有强健的体魄，但塞曼
有着坚韧的灵魂。“在他的脑海里，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强大。在生活
上，虽然是我在照顾他，但他却在
很多方面给了我鼓励和帮助。与
其说我是教练，倒不如说我们是兄
弟。”塞曼的教练吉恩·马格里说。

瘫痪后，塞曼有过一段足不出
户的时光。12岁那年，他在轮椅篮
球和轮椅击剑中选择了击剑，生活
从此发生变化。“击剑充盈了我的
生活，让我变得强大和快乐，成为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

57岁的马格里是法国人，经营
一家冰激凌店。13年前，同样喜爱
击剑的他与塞曼在法国一家击剑俱

乐部相识，从此结下友谊，时常一起
切磋剑术，还相约打橄榄球、看电
影、听音乐会。塞曼还很爱去马格
里的店里吃冰激凌。两年前，塞曼
原先的教练因故无法再继续指导
他，他毅然选择马格里做他的教练。

“我们是兄弟。吉恩击剑方面
比我强，而且很照顾我，对我也非常
耐心，我很感激他。”塞曼说，为了能
在亚残运会中取得好成绩，马格里
一直敦促他认真训练，一年中有一
半时间都在陪伴他训练和参赛。

两人的目标是巴黎残奥会。
为此，塞曼今年在法国、意大利、匈
牙利等地打了数场积分赛，杭州是
他们的第六站。为了在这场赛事
中打出最好成绩，两人已训练了半
年。每周三天、每天两小时的训
练，对塞曼来说已是极限——击剑
之外，他还是一名信息工程师。

在杭州一场也没打赢，塞曼
有些遗憾，但并不沮丧：“生活还
要继续，还有很多值得经历和体
验的事。”

对马格里来说，陪伴塞曼一同
奔赴巴黎残奥会，像是一场愉快的
冒险：“如果不是塞曼，我可能没有
机会来中国，这真的太疯狂、太棒
了。即便拿不了奖牌，我们也还会
继续一起享受击剑的快乐。”

在赛场上，塞曼时常为对手竖
起大拇指，观众则热情地为他鼓
掌。“体育精神比一切都重要，我们
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对手。”

说到这里，他提及中国轮椅
击剑队的“老大哥”胡道亮，他们
曾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上交手，
此次在杭州再次相见。“胡道亮从
不会因误判而和裁判起争执，他
会接受结果，继续展现他最好的
剑术。这么多年他从未变过。我
很欣赏他的体育精神，可惜这次
没有机会再与他交手。”

比赛结束了，杭州之旅才刚刚
开始。“我喜欢杭州，每个人都神采奕
奕、充满热情。听说杭州的灵隐寺
很出名，我们打算去看看。”塞曼说。

（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一场没赢，他却“感到自己无所不能”

新华社杭州10月26日电 26 日
晚，伴随响彻全场的欢呼声和掌声，女
子轮椅篮球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大
胜日本队，成功卫冕。

中国队是上届亚残运会冠军、今
年世锦赛亚军。当日比赛首节双方比
分紧咬，此后中国队逐渐进入状态，上
半场结束时已建立起10分领先优势。
第三节日本队陷入得分荒，单节仅得到
6分，中国队趁机拉开分差，比赛就此失
去悬念。最终中国队以61:30 赢得比
赛，实现卫冕。

“今天的比赛总体来说还是达到
了我们备战周期的目标。虽然开始
打得有点紧，但在各种动员、战术调
整下，很好地完成了比赛任务。”中国
队主教练陈琦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说，“也很感谢杭州给我们创造这么好
的平台，观众特别热情，无障碍设施特

别好，让我们特别享受比赛。”
回忆起赛场上的瞬间，砍下全场最

高分21分的林穗玲表示，今晚“有点紧
张”。“可能是在家门口太想表现好了，
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有点小紧张，还
好后面调整过来了。能在家门口拿到
冠军，真的是一种荣耀。”林穗玲说。

日本队是中国队的老对手，陈琦表
示，中国队一直对日本队非常重视。“她
们在力量和人员配备方面可能稍逊于
我们，但是整体来说，战术走位、沟通意
识都比我们要好。巴黎残奥会相关的
一些比赛中我们可能还要碰面。”

说起夺冠后的庆祝方式，陈琦表
示打算先让全队大吃一顿。“50多天的
集训确实带给大家蛮大压力的，我平时
在训练中也比较严格，所以今晚在亚残
运村里，大家先好好地敞开肚子吃一
顿。”陈琦说，“美食治愈一切嘛。”

中国队大胜日本队
卫冕女子轮椅篮球冠军

新华社杭州10月26日电 杭州
亚残运会26日决出89枚金牌，中国队
收获其中的39枚，目前金牌总数达到
157枚，遥遥领先。

截至26日，中国队在奖牌榜上以
157金128银108铜高居榜首，伊朗队
和日本队分别以32金和30金排在二、
三位。

当天多个赛场创造了新的世界纪
录。田径赛场上，中国的文晓燕在女
子 100 米 T37 级比赛中以 12 秒 59 的
成绩夺冠，并刷新世界纪录。前两天
她已在跳远和 200 米中打破世界纪
录，但她仍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极限，希
望在巴黎残奥会上不断超越。

印尼的卡里斯玛·艾维在女子
100米T42级比赛中以14秒37的成绩
夺冠，并刷新世界纪录；伊朗队的雷扎
伊·莫因打破男子标枪 F33 级世界纪
录，成绩是27米07。

金牌大户田径当天决出 26 枚金
牌，中国队收获了其中的12金。另一

金牌大户游泳当天决出18金，中国队
收获其中的11金。

中国的谭玉娇在举重赛场也创造
了新的世界纪录，她在女子67公斤级
决赛中完美完成4次试举，以141公斤
夺冠。举重比赛当天一共决出 4 金，
中国占3金。

射箭赛场同样传来捷报。在男子
W1 双人团体公开级决赛中，张天鑫
和韩贵飞组成的中国队以147:144的
成绩战胜韩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世
界纪录。

备受关注的三大球中，中国女子
轮椅篮球队在决赛中61:30击败日本
队，勇夺金牌。盲人足球比赛中，中国
队当天1:0小胜泰国队，四战全胜积12
分，提前一轮闯入决赛，将在28日与同
样提前晋级的伊朗队争夺冠军。

中国男子轮椅篮球队在半决赛中
39:74负于韩国队，无缘决赛。坐式排
球半决赛中，中国男队与哈萨克斯坦队
鏖战五局，最终以2:3失利。

遥遥领先，中国军团157金

为期一周的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
已经临近尾声，残疾人运动员们的表
现完美诠释了“两个亚运，同样精彩”
的真谛。但不少观众在观赛时可能会
疑惑，亚残运会似乎并没有听障运动
员参加。

事实的确如此，杭州亚残运会的
竞赛项目依据运动员实际情况分为视
力残障、肢体残障、智力残障三类。
其中，视力残障类别包括盲人足球、
盲人门球等项目；肢体残障类别包括
坐式排球、轮椅击剑等项目；智力残
障类别则有乒乓球等项目；田径、游
泳等项目则同时设有三种不同残障
类别的比赛。亚残运会的竞赛项目分
类中并不包括听力障碍。

事实上，不仅是亚残运会，残奥会
等赛事中一般也没有听障运动员参
加。视力、肢体和智力健全的听障运

动员若参加亚残运会，有可能会影响比
赛公平性。一些听障人士在助听器、人
工耳蜗等设备的辅助下，有能力参加
健全人的体育赛事。同时，国际上有
专门的听障奥运会，这项赛事要求运
动员必须有至少55分贝的听力损失，
并且不得使用助听器等设备，以保证
赛事公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杭州亚残运会中
没有听障人士的身影，他们以不同身
份活跃在赛场内外。火炬手毛董莱被
称为“手语姐姐”，她致力于国家通用
手语普及和推广，并和伙伴们一起为
赛会提供手语翻译服务；轮椅篮球赛
场，一支拉拉队中有数位听障姑娘，她
们希望借此机会传递残健融合的精
神；千千万万名听障观众，也一定在现
场或家中关注着精彩的比赛。

（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亚残运会
为何没有听障运动员参加？

“一二、一二……”24日在杭州富阳
水上运动中心，亚残运会皮划艇项目
男子VL3级决赛刚刚结束，志愿者鲍
明聪正顶着太阳，和赛后舟艇检查区
的“小青荷”们一起把舟艇搬运到指定
地点。从亚运会到亚残运会，他累计
进行志愿服务40余天。

“我们早上五点从学校出发，晚上
七点左右从场馆离开。这段时间虽然
辛苦，却很有意义，也结识到了不少朋
友。”鲍明聪擦擦头上的汗珠笑着说。

在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和他一样
参加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志愿服务
工作的同学还有300多名。因与“亲和”
谐音而被称作“小青荷”的志愿者们，身
着白绿相间的统一服装，在青山绿水间
上演着“小荷才露尖尖角”。

摘下帽子，鲍明聪额头上“渐变”
的肤色引人注目。“每天风吹日晒，我
们这批志愿者都壮了，也黑了。”鲍明
聪说，最轻的舟艇24公斤，重的有51
公斤，每天起码抬十几艘。抬艇是体
力活，三人一组，节奏很快，需要全天
随时待命。

鲍明聪是土生土长的富阳人，现
在在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三，
这次在家门口进行志愿服务工作非常
开心：“我和很多残疾人运动员都成了

好朋友，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也被他们
的乐观和自信所感染。”

“运动员稍后就来了，您可以在这
边稍等一下。”在混合采访区，志愿者
施香楠正在进行引导工作。“有一次一
位印度运动员邀请我们一起合影，还
向我们表示感谢。我觉得很温暖，也
更加体会到了志愿工作的意义。”施香
楠说。

志愿者领队教师孟庆东很佩服同
学们的精神：“孩子们‘零退出’，全都
坚持下来了。前几次测试赛时天气变
化多，气温也高，志愿者们身上雨水和
汗水混在一起，有的同学甚至受了伤
还会坚持上岗。”

孟庆东说，志愿服务带给同学们
的不仅是一段难忘的回忆，还有责任
感和集体荣誉感。“在有中国选手夺
金，升起国旗时，有‘小青荷’感动地哭
了，这可谓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亚残运会期间，富阳水上运动中心
“小青荷”们还集体过了生日，一同分享
闪光日子里的惊喜和感动。他们说：

“我们接收到了很多善意和爱心，也要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用青春点亮微光，“小青荷”们将带
着满满收获，继续绽放在更大的舞台。

（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富春江边“小青荷”的新收获

“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想
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小时候

‘体’没有办法发展，后来补上了，没
想到补得这么‘高’。”在杭州亚残运
会举重项目女子67公斤级比赛中，
中国选手谭玉娇以141公斤打破自
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

做好准备动作后，谭玉娇喜欢
来个“谭式”怒吼。26日的比赛中，
她以 128 公斤开把，超过所有对
手。之后两把试举，谭玉娇稳扎稳
打，135公斤、137公斤，慢慢调整自
己的状态。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
中，谭玉娇第四把直接挑战141公
斤，并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现
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一定会
在巴黎争取三连冠。”谭玉娇赛后
很激动。

称自己偏理性的她为何会如
此释放？或许因为一路走来，命运
的捉弄，伤病的困扰，一直伴随着
好胜的她。

把短板铺成路
7 岁那年，谭玉娇落下了腿部

残疾。“其实，残疾并没有给我造成
什么压力，只是我会羡慕同学们跑
跑跳跳地去上体育课。”2003年，谭
玉娇迎来了命运的拐点。湖南省
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办，她
被当地乡政府推荐到湘潭市残联
参加选拔，被举重教练选中，训练
一个月后，就意外地获得了人生中
第一个冠军。正是这一次比赛，为
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昨天还是你的人生短板，今
天就拆下来铺成了康庄大道。”曾

经体育课的“翘课”大户走上了竞
技体育的道路。谭玉娇说：“举重
真正改变了我。‘体育’是我以前根
本就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却成了我
人生的目标，成了我的梦想，成了
我的职业，最终成就了我。”

13岁开始训练，举重已经陪伴
谭玉娇走过整整 20 年。“这 20 年
间，我是残疾人体育的亲历者，也
是受益者。从一位不能上体育课
的小学生，到成为运动员崭露头
角，到实现人生价值。这期间有自
己的努力，有家人、教练、朋友的全
力支持，更有国家在背后撑腰。”

1984 年，美国纽约，中国体育
代表团第一次亮相残奥会赛场。
24 名残疾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
泳、乒乓球3个大项的比赛，取得优
异成绩。此后，中国残联多次组织
队伍参加残奥会。

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残疾运
动员参加国内国际体育赛事。据
了解，我国目前共设立40个国家级
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为残疾人体
育竞赛、训练、活动、培训、科研等
提供保障与服务的同时，在残疾人
日常体育活动开展、残健融合方面
也发挥着示范指导作用。

把伤病当做伴
2012年，谭玉娇作为举重队最

年轻的女运动员，入选伦敦残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大名单。她拼命
训练，但不幸的是，赛前三个月，在
一堂高强度的训练课后，谭玉娇左
边肩膀严重受伤。

“伤病就像是运动员的另一

半，你要去学会和伤病好好相处。”
扎针、拔罐、吃药，自己煮姜、醋、盐
水热敷……经过痛苦的治疗、恢
复，谭玉娇最终在伦敦残奥会上收
获一枚银牌。“如果我把训练标准
降低一点，可能不会受伤，会更轻
松地拿到这枚银牌，但我不后悔。
你让我不去拼，我肯定是做不到
的。”谭玉娇说，“体育精神就是超
越自我，不能因为可能会受伤，就
不努力训练。”

从2013 年开始，亚锦赛、世锦
赛、亚残运会、世界杯、全国锦标
赛、全运会，谭玉娇将金牌尽收囊
中。2016年里约残奥会，谭玉娇打
破举重女子67公斤级世界纪录并
拿下金牌。

但伤病的乌云再次飘落在谭
玉娇身上。2019 年哈萨克斯坦世
锦赛之前，谭玉娇右肩膀肌腱撕
裂。“4 家医院都强烈建议我做手
术，但是那个时候距离东京残奥会
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手术就意
味着直接放弃残奥会。”最终，谭玉
娇选择了时间更漫长、过程更痛苦
的保守治疗。

在恢复期，这位举重世界冠军
就像一位小学生一样，重新从20公
斤开始慢慢提升重量，直至拿到东京
残奥会金牌。这一次亚残运会，谭玉
娇再破世界纪录，这是她20年的职业
生涯中，第20次打破世界纪录。

把自己活成光
“在世界各地比赛，走上领奖

台，观众可能不记得我叫谭玉娇，
但一定会记得我是一位中国运动

员。”谭玉娇说，“每一次大赛，作为
中国运动员出场的骄傲和自豪感，
是没有别的事情能够比拟的。”

举重一点点照亮了谭玉娇，而
她也希望用自己的一次次“试举”，
去照亮更多的人。

2018年，谭玉娇成为杭州萧山
国际机场的一名员工。“这一身份，
让我可以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许多
无障碍设施的更新改善都有我的
一份功劳。”谭玉娇介绍，为保障好
亚残运会，杭州机场提前规划、增
加设施，对盲道、无障碍卫生间、电
梯等进行整改提升，开展亚残运会
特殊旅客服务规范培训、盲人携导
盲犬乘机模拟测试等，方便残疾人
运动员抵离。

2018年4月，谭玉娇通过北京
体育大学的推荐加入了“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宣
讲团。当年6月，经北京团市委推
荐，谭玉娇加入了北京冬奥宣讲
团。她通过自身经历，向社会大众
讲述一名残疾人运动员的奋斗成
长故事，讲述在赛场上克服困难、
为国争光的难忘体验。

“许多人在生活中不怎么能接
触到残疾运动员，站在讲台上，我就
代表着我们这个群体。”谭玉娇表
示，“通过宣讲，能让更多人看到残
疾运动员努力生活、追逐梦想、超越
自我的样子，这比获奖还开心。”

对于未来，谭玉娇说：“明年的
巴黎残奥会，我会带着梦想继续前
行，也希望为残疾人事业发展做出
更多贡献。”

（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记举重世界纪录创造者谭玉娇

把人生的短板拆下来，铺成路

连日来，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赛场
上不断传来好消息。10月27日，宿迁
籍运动员仲赛春获得男子重剑个人A
级项目铜牌；10月26日，在轮椅击剑男
子花剑团体金牌赛中，中国队获得冠
军，仲赛春再获1枚金牌。

仲赛春首次参加亚残运会，目前
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1993年，仲赛
春出生于沭阳县，4 岁时不幸遭遇车
祸，右小腿截肢，从此靠假肢行走。仲
赛春2009年开始练习击剑，遗憾落选
几次残奥会和亚残运会。尽管如此，
仲赛春坚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坚持训练等待“绽放”的那一刻。从
2012 年至今，仲赛春已在轮椅击剑世
界杯和世锦赛中获得十多枚金牌。

“在亚残运会夺金，我很激动；巴
黎残奥会等着我，我会继续努力！”仲
赛春说。

本报记者 仲文路 裴凌曼
通 讯 员 陈 亮 摄

宿迁籍运动员仲赛春再获一金一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