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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拼了，冲起来！”在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一公里
时，教练对着刘梦涛大喊。

用尽浑身力气，刘梦涛
冲过终点线后，躺在雪面上，
不停地大口喘气。

在3月8日进行的残奥
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
比赛中，20岁的刘梦涛夺得
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北
京冬残奥会的第8枚金牌。
此前在5日进行的男子短距
离（坐姿）比赛中，他将一枚
铜牌收入囊中。刘梦涛，
2001年11月出生，肢体残
疾，来自河北省邯郸市临漳
县西羊羔乡刘羊羔村。作为
国家残疾人越野滑雪兼冬季
两项男子坐姿组运动员，刘
梦涛曾在2021芬兰残疾人
北欧滑雪欧洲杯比赛上，在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中获得
3枚银牌。

“第一天比赛时确实很
紧张，今天状态好多了，就是
射击稍微差一些。脱靶3
发，以为要与前三无缘了，我
就一直加速。教练也一直
喊，提醒我注意时间。今天
放开了滑，感觉不错，很开心
能夺得金牌。”刘梦涛赛后
说，“就是太累了，早饭吃得

少，体力要用完了，需要补充
一下。”

这是刘梦涛第一次参加
冬残奥会。他坦言在家门口
比赛，站在这么大的赛场上，
感觉有些压力。第一天比赛
获得铜牌后，和家人报喜的
同时，他也收获了亲朋好友
的关心与鼓励。

“家人一直劝我放松心
态，但想着全国观众都在关
注，我也会害怕自己比得不
好。头天晚上和家人联系，
我越说越紧张。但在雪场
上，只要出发了，我的注意力
就会专注于赛场，别的不会
想太多。到最后已经要筋疲
力尽时，我也没停下，就一直
滑。我想为国争光，想让国
旗（在颁奖时）在最高处。”刘
梦涛说。

2016年4月，刘梦涛第
一次接触滑雪。近6年的时
间里，他多次想过放弃，但因
梦想，仍坚持做好每天的训
练。“每一天都很难，肩部、腰
部的肌肉劳损和伤病也是常
事，但困难总有办法解决。
能有今天的成绩，除了感谢
我们团队，我也要感谢坚持
下来的自己，我的努力没白
费。”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
代表团捷报频传。同一时间，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河北邢台，
孙朝增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冬残奥会的比赛。他曾经想
象过自己站在张家口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的场景，甚至想象
过登上领奖台的场景。然而
受多重因素影响，孙朝增并没
有在当运动员这条道路上一
直坚持下去。现在的孙朝增，
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打工、生
活，但这对他来说，或许是更
好的选择。“我可能确实不适
合（当运动员），有遗憾，但是
不后悔，因为我已经尽最大努
力了。”孙朝增说。

从残疾弃婴到冰雪运动员

2000年一个寒冷的早
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的孟
爱欣像往常一样到村旁的垃
圾堆里捡废品。在一个纸箱
子里，她发现一名婴儿。婴儿
右下肢残缺，但十分可爱，孟
爱欣将孩子抱回家。靠着拾
荒，孟爱欣将孩子拉扯大，这
个弃婴就是孙朝增。

2017年5月，通过层层选
拔，孙朝增加入冬残奥会运动
员选拔训练。2017年8月26
日，队伍进行了一次比赛，结
合平时的测试成绩和训练态
度，30多人的越野滑雪队留下
17人，孙朝增是其中一员。

曾与刘梦涛竞技不分伯仲

由于是下肢残疾，孙朝增
参加的是坐姿越野滑雪项目。
训练时，短距离、中距离、长距
离他都需要练习。因为爆发
力好，短距离是他的强项。
2017年12月，在哈尔滨一家
雪场，孙朝增第一次上雪训
练。全身心投入也带来了成
绩上的进步。2018年夏天，河

北省队和国家队一起训练，一
共7个人，孙朝增有时排名第
三，有时排名第四。和他竞争
第三名的就是如今站在冬残
奥会赛场上的刘梦涛。

当运动员，天赋最重要。
下肢截肢的孙朝增后来慢慢
跟不上刘梦涛的步伐。2019
年1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举办的一场全国性质的运动
会上，孙朝增在坐姿组30多名
参赛队员中排名中游。

比赛结束后，考虑到自己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难
以取得好成绩，他没有信心能
够登上冬残奥会的赛场。再
加上母亲年龄也大了，孙朝增
打算放弃继续练习越野滑雪。
队伍放假后，他回到家乡休息
了两个月，其间一直在找工
作。工作还没找到，残联再次
打来电话。

“努力后才知道成不成”

河北省残联在电话里问
孙朝增，要不要转练冰球。孙
朝增考虑到找工作不是很顺
利，想要再次争取去参加冬残
奥会。2019年8月，孙朝增来
到河北省残疾人冰球队担任
前锋。一年后，“由于技术层
面确实不如别人”，加之母亲
日益年迈，孙朝增不再练冰
球，回家乡找工作。

这一年半来，他做过电话
销售、电话客服、淘宝客服，甚
至还做过会计。如今，孙朝增
的生活里已经不太会出现越
野滑雪或者冰球的影子，除了
每次用力时，左手食指隐隐作
痛。那是练冰球时，他没接好
被冰球砸到。

但和训练前比，孙朝增不
再急躁，学会了坚持。他不会
轻言放弃，“努力后才知道成
不成”。他还学会了拼搏争取
荣誉，而不是躺平，小富即安。

未能登场有遗憾，但不后悔
“因为我已经尽最大努力”

我想为国争光 感谢自己的坚持

研发滑雪假肢
为运动员“加把劲”

从使用仿生手进行火炬传递、
借助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完成行走，
到为冬残奥村搭载无障碍便捷智
能管理平台及智能终端设备，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自火炬传递开始
便展现出科技的力量，这些技术进
步既能帮助残障人士完成原来无
法完成的工作，也使他们的生活更
加便利。

大拇指向内回收，仿生手五指
并拢，稳稳地握住火炬，顺利交接
给下一位火炬手……3月2日下
午，在位于北京天坛公园内的北京
冬残奥会火炬传递点位，东京残奥
会冠军贾红光佩戴着一款国产智
能仿生手，顺利完成了火炬传递。

完成交接后，贾红光向现场观
众展示了智能仿生手的神奇。一
位观众向他发出握手邀请，他伸出
手，仿生手的手掌缓缓张开，和对
方的手接触后，竟自然握起，完成
了一次友好的握手。“没想到现在
还能用上仿生手传递火炬，真是太
不可思议了，科技带动进步，也为
我们残疾人提供了很多便利。”贾
红光说。

随着北京冬残奥会大幕展开，
更多助残科技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

3月5日，中国运动员刘子旭
在北京冬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短
距离（坐姿）比赛中夺冠，这是中国
在残奥雪上项目中获得的首枚金
牌，也是我国残疾人冬季体育科研
领域获得的“金牌”。

从2018年10月开始，清华大
学智能与生物机械研究室主任季
林红带领科研团队，承担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冬残奥运动员运动表现提升关键
技术”的攻关任务。团队帮助残疾
人运动员制定“一人一策”训练计
划，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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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团队还将越野滑雪项目
的训练“搬”进室内，通过试验系统
监测残疾人运动员运杆、滑行过程
的发力和动作姿态。季林红坦言，
不少残疾人运动员是“半路出家”，
对人体结构、运动基本规律等问题
缺乏科学认知，存在不良的训练习
惯，训练后常常出现腰疼、背疼等
不适症状，团队搭建的这套数字化
监控系统平台，每日记录运动员的
生理参数、训练强度、技术动作等
信息，建立科学的数据模型，并据
此调整训练方案，让运动员在发挥
自身潜力的同时，减少疲劳甚至损
伤的发生。

“我希望能把这些运动员的运
动规律总结出来，把适合残疾人运
动员在训练、比赛中使用的国产器
械制造出来，这些以前在国内都是
空白。”季林红表示，未来也将有越
来越多的“助残科技”服务于残障
人士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他们的日常生活。

本版文图据《成都商报》、新
华社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赛程过半，中
国军团表现优异，金牌与奖牌双榜稳居
第一，多数项目实现历史突破，中国冬
残奥运动员用自己的拼搏与奋斗告诉
我们，总有一种精神催人奋进，总有一
种力量打动人心。

此次是中国第六次组团参加冬残
奥会。与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相比，本
届中国代表团在参赛项目上实现了6个
大项的全覆盖。这也是中国参加冬残
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
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冬残奥
会不仅仅在于谁拿到了金牌奖牌，更要
看到残疾人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忘我拼
搏、克服困难、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这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他们鼓掌。

拼搏
赛场上的拼搏

科技上的拼搏

生活中的拼搏33 月月 88
日日，，冠冠军军中中
国国选选手手刘刘梦梦
涛涛冲冲过过终终点点
后后摔摔倒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