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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新 声

8月24日晚，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连日来，在残奥会赛场上，中国运动健儿铆足劲头向
追逐的梦想发起冲击，用顽强的意志描绘出“奇迹”的本色，用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奏响了挑战命运的最强音。

一场场惊心的比赛，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一份份闪光的荣耀，其背后是残奥会运动员远超常人的艰辛与付出。无数次的
刻苦训练、日复一日的挥汗如雨、从未放弃实现自我价值的不懈努力，他们勇于逆风飞翔，用亲身经历演绎了本届残奥会开
幕式深蕴的主题——“We Have Wings”（“我们拥有翅膀”）……

本报讯（记者 舒迪） 8月23日，中华慈善
总会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起“益童之家”项目，
将在未来3年为此次河南洪水中受灾的乡村儿童
特别是留守及困境儿童，提供优质校内课后服务。

该项目将从字节跳动公益向河南灾区捐赠的
1亿元中划拨500万元，支持打造校内课后活动
中心，培训乡村教师及驻校社工，组织各类兴趣
活动，丰富河南乡村儿童课后生活。“益童之家”
首批示范项目点将在许昌长葛市大周镇中心小
学、大周镇小谢庄小学落地，预计覆盖近2000名
儿童。

项目负责人介绍说，“益童之家”依托中华慈
善总会“为了明天 关爱儿童”项目的成熟模
式，重点致力于为乡村儿童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
内容。“益童之家”将为乡村儿童提供包括安全健
康教育、兴趣培养、自我认知、社会融入、心理
支持等在内的优质课后活动内容。与此同时，项
目还将为乡村教师、驻校社工、校园心理辅导教
师等乡村儿童课后服务提供者提供培训机会与激
励支持，保障乡村儿童能够获得更有质量的课后
服务。

中华慈善总会“为了明天 关爱儿童”项目
始于2015年 11月，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关爱
儿童之家”，切实解决留守及困境儿童普遍存在的
亲情失落、学习失教、心理失衡等问题。目前，
该项目已在山东、陕西、湖北等地自主搭建63所

“关爱儿童之家”并积极携手各地慈善会，在全国
20个省市共建近千所“关爱儿童之家”，受益儿
童达30余万人。

关爱河南灾区乡村儿童——

中华慈善总会发起
“益童之家”项目

本报讯（记者 郭帅）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主办，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承办
的“2021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8月26日
在线拉开序幕。7天的活动中，各国青少年将通
过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了解和分享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增进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认
识和理解。

据介绍，本届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以
“ 同 一 个 世 界 ， 同 一 个 家 （One World,
One Family） ”为主题，共邀请到来自中国、
比利时、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意大利等24个国
家的数千名中外青少年参与其中，借助交流营这
一国际性舞台，充分展现具有各国民族特色的艺
术风采。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各国文化
艺术的传承者、交流者，在推进各国文明的交流
互鉴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副主席井顿泉以视频方式出席交流营开幕式
时表示，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开阔国际视野，
是全球文化和教育工作者的愿望和使命，“未来我
们将搭建更多交流平台，继续推动多方对话，进
一步为青少年儿童文化交流和健康成长创造条
件。”

截至目前，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已成功
举办11届，共有来自世界五大洲数千名青少年参
与其中。

又讯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合作组织
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和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共
同主办的寻找“‘上合’文化小大使”主题征文
活动现已开通投票通道。即日起至9月 5日，公
众可登录“光明云投”为喜欢的作品点赞。

“寻找‘上合’文化小大使”主题征文活动面
向上海合作组织18个国家的少年儿童，以“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尊重多样文明”“加强抗疫合
作”为主要内容征集作品。2021年度活动主题为

“筑梦冬奥、相约北京”。

2021宋庆龄国际青少年
交流营在线启幕

见 证 阳 光
JIANZHENGYANGGUANG

第八届“慈善北京”成果展近日在京开幕。展
览以“红色慈善 爱满京城”为主题，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展板展示、互动点赞、助医助
学服务及爱心物资捐赠等活动，集中展现北京市在
抗击疫情、乡村振兴、助老助残、助医助学等方面
取得的工作成绩，充分展示“十三五”期间“慈善
北京”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红色慈善 爱满京城”

赛场之上赛场之上，，那一抹自强不息的身影那一抹自强不息的身影
——记东京残奥会上奋勇拼搏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

本报记者 赵莹莹 顾磊

田径跑道上，刘翠青在女子400米
T11级（视力障碍）决赛中率先冲过终点
线，身边是已相伴8年的领跑员徐冬林。

赛场上，他们靠10厘米的引导绳并
肩作战。在刘翠青看来，这条引导绳不是
普通的绳子——“是眼睛、更是信任！”
从里约残奥会夺冠，到东京残奥会卫冕，
相互之间的信任，正是这对搭档能够站上
巅峰的秘诀。

冲刺夺冠的瞬间，总是令人心潮澎
湃，但为了这一刻所要付出的艰辛和汗
水，往往甘苦自知。

1991年出生的刘翠青，10岁时因眼
疾致盲。17岁那年，她被家乡广西残联的
教练带到了田径训练场。这之前，顿失光明
的她从来没想过盲人也能自由奔跑，更没
想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会和田径跑道结缘。

根据残疾人田径比赛规定，盲人运动
员参赛要通过领跑员协助完成。2013年
底，刘翠青开始和徐冬林搭档。

“因为看不到，总怕前面有障碍物，
开始学习动作会比别人慢一点。”刘翠青
说，领跑员徐冬林耐心的指引让她有了更
多信心，默契度“像双胞胎一样”。奔跑
过程中，两人的手用引导绳牵在一起，保
持着相同的摆臂和步频。平时走路都缩手
缩脚的刘翠青，借此能够在眼前的一片黑
暗中，顺利朝着终点线飞奔。

在跑弯道、直道的时候，刘翠青全靠

和徐冬林牵在一起的引导绳。就像徐冬林
此前所说：“跑弯道的时候，我的手向内
侧弯一点，她能感觉出来；快到终点时，
我的手往后一放，她就知道要冲刺了。”

如此步调一致、心领神会的默契程
度，需要场上和场下长时间的熟悉与磨
合。为了能够当好刘翠青的搭档，徐冬林
除了在训练和比赛中尽心尽力，在生活中
关照搭档，他甚至尝试闭着眼睛走路，去
体会盲人的感觉。

2014年韩国仁川残运会，刘翠青包揽
了女子 T11 级 100 米、200 米、400 米，
T11-12级4×100米接力和跳远5个项目
的冠军。2016年里约残奥会，她勇夺女子
T11级 400米以及T11~13级 4×100米
两枚金牌。

对此，徐冬林从不邀功，在他心里，
刘翠青就仿佛是亲妹妹般的存在。所取得
的成绩，得益于天赋加努力，“就算训练
很苦，她也从来不会烦躁，安排的训练任
务都能完成。”

“之前我比较内向，是体育让我的性
格开朗了不少，接触的人也多了，更加健
康、快乐。”赛道上的风驰电掣，赛道下
的关心和温暖，刘翠青不光爱上了飞奔的
感觉，更热爱目前的生活。她考虑过退役
后开一家盲人按摩店，而无论是在田径的
赛道还是人生的道路上，“这份努力飞奔
的勇气，都将是最宝贵的。”

“努力飞奔的勇气，是最宝贵的”
在残奥会举重项目中，运动员一般都

是下肢残疾，没有人是站着举重，而是躺
着推举，这无疑增加了这项比赛的难度。

东京残奥会举重项目比赛首日，郭玲
玲第一次试举就成功举起105公斤，面对
其余选手均未超过100公斤的最好成绩，
夺冠实力不言而喻。第三次试举，沉着应
战的她成功举起108公斤，以无可争议的
表现夺得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尽管赛前就很有信心，但能站在残奥
会的最高领奖台上，郭玲玲还是很激动。
坐在轮椅上的她手拿金牌，开心地说：

“我成为举重运动员，为国争光，只是想
证明，不管是谁，只要肯努力，人生就不
会有遗憾。”

8月 25日，是郭玲玲 32岁的生日。
这枚残奥会金牌，可以说是一份最棒的生
日礼物，正应了她之前发在朋友圈的一句
话：“所念皆所愿”。千里之外的河北磁
县，父亲郭付贵满心期待，等着久未见面
的女儿回家，给她做最爱吃的拽面。

因患脊髓灰质炎落下残疾，年幼时的
郭玲玲只能在地上爬，稍大时拖着小板凳
一步一步地挪，如今需要靠轮椅和拐杖支
撑身体。“小学时从教室到厕所，需要十
几分钟才能挪完短短100米的距离。初、
高中从来没上过体育课，没想到最后还是
体育改变了命运。”郭玲玲笑言：“人生还
是挺幸运的。”

2010年，在河北邯郸一所职业技术学
院念书的郭玲玲遇到了运动生涯的启蒙老
师、残疾人举重运动员薛士争。由于她性格
要强，身形也适合练举重，短短两个星期的
训练就展现出惊人天赋，被直接介绍给中

国残疾人举重队教练孙晓刚。
在接受举重训练期间，不向命运低头

的郭玲玲为了增强肌肉力量，刻苦练习哑
铃、坐推、双杠等项目，每天举起的重量
之和有10吨以上。

从2011年中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开始，郭玲玲闯出了一片人生新天地。

“残疾人运动员不比平常人，他们需
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教练孙晓刚把一
切看在眼里，“郭玲玲的成功是必然的，她
平时的训练量比别的运动员要多很多。
性格要强的她每次都会把训练任务超额
完成。”

后来，在备孕和生子期间，郭玲玲从
举重队退出。刚生产完4个月的时间，她
又突然归队，要求接着训练。那时，产后
的她体重曾一度达到57.5公斤，为了适
应训练节奏，硬是凭着一股劲儿，仅用3
个月就瘦回45公斤。

优异的成绩是汗水最好的回报。从事
举重运动10余年，这个从大山里走出的
农村女孩已成为各种纪录的“终结者”。
东京残奥会前，她先后在全国运动会、全
国锦标赛、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和世界
杯、世界锦标赛上夺得冠军，并连续7次
打破由她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2021年
残疾人举重世界杯上，从45公斤级转战
41公斤级的她又3次打破世界纪录。

“举重让我的人生实现了更大的价
值。”郭玲玲相信“星光不问赶路人，时
光不负有心人”，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勇
气，未来的她或将不断刷新纪录。

“只要肯努力，人生就不会有遗憾”

由于失去双臂，只能用嘴紧紧咬着
毛巾保持姿势，等待发令枪响起……东
京残奥会游泳比赛现场，“三朝元老”郑
涛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这一赛事的常
规认知。

入水，带着一股志在必得的霸气，看似
瘦弱的郑涛在出发后像一尾轻盈畅快的鱼，
奋力前行，逐渐将其他选手甩在身后。眼看
终点越来越近，他咬牙加速，无法借助双臂
缓冲，就用头“咚”一声狠狠撞在池壁上。从
泳池探出头，确认自己打破世界纪录、夺得
金牌后，郑涛长舒一口气，随即从水中高高
跃起，那一刻，他背后仿佛长出了翅膀，虽然
没有双臂，却让所有人为他振臂高呼。

郑涛常说：“有梦想，时间到了，该
是你的就是你的。”这一句话，激励着他
在水中“摸爬滚打”17年。

1990年，郑涛出生于云南昆明的一
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童年的欢乐在他6岁
时戛然而止。因触碰高压线失去双臂，原
本喜欢跟小伙伴打闹玩乐的郑涛变得胆
怯、自闭，最终退学在家。不仅村里人议
论纷纷，就连他的父母也一度认为，这个
孩子后半生堪忧，恐怕连养活自己都难。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失去双臂
的瘦弱男孩，长大后不但能生活自理，甚
至还代表中国出征残奥会，创下震惊世界
的辉煌成绩。

转机，出现在2004年。
郑涛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云南省残联

来村里选拔游泳苗子，父母曾在村干部上
门时担忧地表示：“娃娃没有胳膊，身体
也不结实，受不了这个苦的。”可14岁的
他很感兴趣，“不想一直做废人”。

如愿进入云南省体育队后，郑涛正式
开始了自己的游泳之路。最初下水时，缺

失双臂的他很难保持身体平衡，有时还会
呛水。为了跟上训练进度，郑涛比任何人
都努力。别人在水里待5个小时，他就在
水里待八九个小时。

长时间泡在水里，截肢部位发生感
染。等队医给感染部位上了药，郑涛又回
到水里继续训练。每一次触壁，都靠头部
助力完成，其疼痛可想而知。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一天天长大
的郑涛逐渐掌握了在水中自由行动的技
巧。虽然没有双臂，但他爆发力极强的双
腿犹如马达一般，速度丝毫不输其他用手
臂辅助游泳的队友。

十年磨一剑。2012年，首次参加伦
敦残奥会的郑涛，在男子S6级100米仰
泳比赛中获得金牌。这枚奖牌，也是当年
残奥会中国队获得的首金。

里约残奥会后，郑涛背部受伤，腰肌
劳损。经过康复治疗回到泳池后，他身为
老将，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拼命训练，每天
训练量超过其他队友。郑涛心中明白，他
的对手从来都不是赛道上的其他人，而是
他自己。

“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获得长足
进步，才不会辜负教练和父母的期待。”
郑涛说。

用拼搏扭转了命运强加给自己的人生
轨迹，在教练张鸿鹄眼中，郑涛代表了一
种体育精神：“不管健全也好，残疾也
好，永远在努力。”

如今，接二连三打破世界纪录、被誉
为“无臂飞鱼”的郑涛已褪去童年的稚
嫩，但依然笑得纯真。他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告诉世人，没有双臂也能成为游泳冠
军，“只要有着一颗不服输的心，每个人
都可以谱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有梦想，时间到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郑涛（北京时间 8月 27日，以 30秒 62的成绩
在男子 50 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夺冠，
为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残奥会第15枚金牌。）

刘翠青（北京时间8月28日，在T11级别女
子 400 米决赛中，以 56 秒 25 的成绩第一个冲过
终点，成功卫冕并创造新的残奥会纪录，为中国
代表团斩获本届残奥会第9枚金牌。）

郭玲玲(北京时间8月26日，以108公斤的成
绩夺得女子举重 41 公斤级冠军，并刷新该项目
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残奥会第6枚
金牌。）

▲ 身高1.86米的李豪，穿上白色击剑服，
帅气挺拔。北京时间8月25日，轮椅击剑男子佩
剑个人赛A级决赛，这个27岁的年轻小伙儿以
15比12战胜乌克兰选手阿尔乔姆·曼科，为中
国代表团赢得本届东京残奥会首金。

1994年出生的李豪，两岁时因一场车祸导
致右腿被截肢。首次参加残奥会，李豪在决赛时
先领先、再被反超，一点点调整节奏，在落后状
态下连追4剑最终夺冠，圆梦东京，“尽最大努
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就想一分一分拿下比赛，
不辜负教练的悉心指导，也不辜负自己的付
出。”图为李豪（左）与英国选手皮尔斯·吉利
弗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

北京时间8月27日，在东京残奥会田径
女子100米T35级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周霞夺
得金牌，以13.00秒的成绩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之前在里约品尝过的喜悦，5年后在东京重
新上演。冲线过后，披上五星红旗的周霞，手舞
足蹈地与看台上的教练互动。她特别兴奋，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没想到跑出这么好的成绩。”

鲜有人知道，这位长期风吹日晒而肤色黝黑
的“湘妹子”，从小因车祸脑部受损，导致左腿
和左手肌肉萎缩。百米13秒整，足以让周霞感
到骄傲，“我就是自己的偶像！”

（本期稿件得到中国残联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