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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赛区大力推进场馆无障碍建设，持续改善城市无障碍环境——

让残疾人通行无障碍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紧张备战中的我省冬残奥运动员

全力以赴，为国争光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中国与冬残奥

残奥高山
滑雪国家集训
队队员张雯静
在比赛中。（资
料片）

省残联供图

“东京奥运会上，河北体育健儿敢打
敢拼，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给了我们巨大
的鼓舞。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今后
的训练过程中，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严
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国争光！”8月16
日，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
河北运动员线上媒体见面会上，残奥高山
滑雪国家集训队的我省队员张梦秋这样
激情表示。

在2020年残奥高山滑雪世界杯赛上，
张梦秋和张雯静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
团夺得1枚金牌、2枚银牌，实现了河北残
奥雪上项目的新突破。目前，她俩以及我
省其他10名运动员（包括两名领滑员）正
在残奥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备战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

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动残疾人冬季体育运动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共
有37名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入选人数
在全国列首位。

北京冬残奥会前的200天是非常关键
的冲刺阶段。为了站上在“家门口”举办
的冬残奥会赛场并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
彩，目前，我省入选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
正争分夺秒，加紧备战。

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200
天河北运动员线上媒体

见面会上，来自我省的残奥高山滑雪国家
集训队教练谢安惠告诉记者，目前是运动
员进行体能储备和动作难度储备的关键
时期。每天上午，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内
进行体能训练，做大量的负重训练和极限
挑战。每天下午，他们在室内滑雪场进行
雪上训练。竞技雪鞋普遍偏瘦，温度越
低，鞋把脚包裹得越紧，运动员脚上磨出
泡来是家常便饭。“虽然训练很艰苦，但是
大家拼劲十足。”

据介绍，日常训练中，残奥高山滑雪
国家集训队针对每个运动员的滑行技术
问题，抓重点、讲细节，不断提高他们的能
力极限。同时，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尽

量减少运动员的运动损伤，保护

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在轮椅冰壶国家集训队，河北籍运动

员有 3 名。“冬残奥会备战进入了冲刺阶
段，身为国家集训队的一员，自己那种使
命在肩的感觉愈发强烈。”队员张明亮曾
随队参加2019年轮椅冰壶世锦赛并获得
冠军。为了明年3月能站在冬残奥会轮椅
冰壶赛道上，他正精雕细琢，尽量弥补自
己技术上的短板，并锤炼心理。

“目前运动员训练状态都很良好，无
论是室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还是室内零
下10多摄氏度的严寒，大家都毫不退缩，
没有一名队员迟到早退，而且是全力以
赴、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来自我省的轮
椅冰壶国家集训队教练员赵冉介绍说，针

对运动员具体情况，队里制定了“一人一
策一计划”训练安排，不断提升运动员竞
技能力，以确保他们能在未来赛场上发挥
出水平。

残奥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正在我省
训练，队中有 9 名我省运动员，平均年龄
20岁。虽然他们离家很近，但自4月份集
训以来都没有回过一次家。“因为需要备
战全国残运会，去年一年队员们也只休息
了10天左右。”该队我省教练尹连魁说。

据介绍，残奥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近
期在完成雪上阶段性训练，体能方面以力
量训练为主，核心训练、灵敏训练、平衡训
练、有氧和无氧训练为辅。同时，在生活
方面加强对运动员的教育引导，强化反兴
奋剂工作；每日监测运动员体温，做到勤
洗手、勤通风，积极配合当地防疫工作。

残奥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今年19岁
的我省队员纪立家，已获得过世界杯分站
赛、亚洲杯、全国残运会等比赛冠军。他
表示，几年的训练不只提高了他的技术水
平，更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竞技体育好
比登山，唯有不断向上、坚持到底，才能成
功登顶。我们将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
的意志、更科学的方法，全身心地投入备
战中。”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贾永清表
示，接下来，省残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
署，聚焦竞技备战、冰雪运动普及、参与筹
办等重点工作，高标准推动、高质量落实，
努力交上优异答卷。省残联将为运动员
训练和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服务，帮助他
们解决好个人和家庭实际困难，解除大家
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安心、全心投入集
训备战，力争好成绩。

勘察无障碍设施是否按照《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
设计安装，体验每一处无障碍设施并认
真记录体验感受……8月14日上午，在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在北京冬奥
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协调处工作的龚秀
峰和同事们一起对场馆无障碍设施进行
认真检查。

龚秀峰所在的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
部负责协调落实无障碍指南的规范要
求。伴随着张家口赛区无障碍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这段时间，他每周一、周二在
北京冬奥组委与同事们沟通、对接相关工
作，周三至周五则到崇礼实地勘察、监督
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并提供技术支持。

“只有实地勘察、体验每一处无障碍
设施，我们心里才有底，才能更扎实地干
好工作。”龚秀峰说，作为一名曾经的残疾
人运动员，他更能体会无障碍设施对参赛
运动员的重要意义，体会营造良好无障碍
环境对残疾人发挥潜能、融入社会的现实
意义。所以，每一次实地勘察，他都格外用
心，精益求精。

今年46岁的龚秀峰，老家在秦皇岛
市青龙满族自治县。14 岁时，他因一次
事故失去了左手，长大后当过代课体育
教师，也曾在唐山、秦皇岛、北京等地卖
水果、当搬运工。1995年，经秦皇岛市残
联选拔，他成为一名残疾人田径运动员，
此后参加过省残运会、全国残运会以及
2004年雅典残奥会。在2004年雅典残奥
会上，他以14.31米的成绩打破F46级铅
球项目的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

2011年退役后，龚秀峰成为青龙满
族自治县残联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事宣
传、文化、体育、残疾人健身指导等工
作。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给了龚秀峰又一
次难得的机遇——2019 年 11 月，他被
选调到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
协调处工作。

“能来到北京冬奥组委，为在‘家门
口’举办的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尽一份
力量，我备感荣幸。”龚秀峰激动地说，以前当运动员时，根本想不到
后面还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支撑着运动会的运行。有机会成为
一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者，他希望以实际行动助力打
造安全、平等、包容的无障碍环境，为残疾人更好地参赛观赛、融入
社会服务。

在基层工作时，龚秀峰也了解一些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不过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无障碍工作内容明显更繁杂，要求更高。这反
倒激发了他当运动员时迎难而上的韧劲儿、拼劲儿。不会就学，不懂
就问，他把一百六十多页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
指南》几乎翻烂了，配套图册也标记得密密麻麻。

每一次实地勘察，这两本厚厚的资料，他都要带在身上。“（无
障碍设施）哪怕只差一两厘米，也有可能给残疾人带来不便。虽然
我绝大部分内容已记熟，但里面的数字、细节太多了，我必须第一
时间给出精准答案，所以还是随身携带‘保险’。”龚秀峰这样解释。

为把工作落实落细，龚秀峰不仅努力熟悉自己的业务领域，还
积极学习其他业务领域相关知识。和同事们一起审议场馆无障碍
设施设计建设图纸，实地走访记录，列出无障碍建设问题清单，提
出具体整改意见，逐条监督落实……这一套工作流程，如今龚秀峰
驾轻就熟。

在北京冬奥组委、基层残联和社区共同组织的一系列冬残奥
推广活动中，龚秀峰还担任指导残疾人运动健身的角色，深入相关
社区，宣传推广冬奥会、冬残奥会，以自身经历鼓励残疾人积极参
与社会生活，坚定自强信心。

他还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学会了旱地冰壶，能上初级道滑双
板。一有时间，他就会向身边的残疾人朋友“科普”旱地冰壶等群众
性体育运动项目的知识与技能。他希望通过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让越来越多残疾人能够“无障碍”地享
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第一届冬残奥会是1976年在瑞典的恩舍尔兹维克举行的，只
有16个代表团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是第12届冬残奥会，49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70名运动员角逐6个大项、80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残疾人冬季运动起步较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残奥
会，我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赛。在索契冬残奥会上，首次出征冬残
奥会的中国轮椅冰壶队获得第四名。

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是我国第五次参加冬残奥会，26名运动
员参加了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单板滑雪和轮椅冰壶五
个大项、30个小项的比赛。中国轮椅冰壶队经过加赛，以6比5击
败挪威队夺冠，为我国夺得了冬残奥会参赛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和
奖牌。在越野滑雪男子坐姿15公里比赛中，郑鹏获得第四名，创造
了中国选手在冬残奥会个人项目中的最好成绩。

本届冬残奥会也是我省运动员首次登上冬残奥会赛场。我省
4名运动员之一的江紫豪在单板滑雪男子UL（上肢）组坡面回转比
赛中获得第9名，这是我省在本届冬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2015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举办权。2018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后，冬残奥会正式进入“北京
周期”。目前，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扎实推进，
我国冬残奥选手正加紧备战。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整理）

提 供 无 障 碍 的 赛 时 环 境 是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承诺和
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完备、
高水平的无障碍环境，是举办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的基础性条
件。距离北京冬残奥会还剩不到 200 天
的时间，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无障碍设
施建设情况如何？张家口市无障碍环
境建设进展怎样？

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
阶段性成果

“每一间无障碍电梯都标有残疾人专
用标志，电梯口比普通电梯宽，方便轮椅
进入；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观众席，轮椅
可以直接停进去……”7月12日至16日，
省住建厅与省残联共同组织有关专家及
张家口市无障碍体验员，对张家口赛区开
展了无障碍设施建设专项检查。无障碍
体验员霍振玲来到崇礼冬奥核心区，乘坐
无障碍电梯参观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后，高兴地表示。

今年50岁的霍振玲曾是一名肢体残
疾人举重运动员，后在张家口市交通局工
作，平时出行需要借助轮椅或拐杖。

她告诉记者，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楼内，每一间无障
碍电梯轿厢内三面设有扶手，楼层按键上
设有盲人触摸点；每个场馆内都设有无障
碍卫生间，空间较普通卫生间大一些，有
残疾人专用坐便器和无障碍安全扶手。
这些让她感受到了冬奥场馆服务残疾人
的用心、贴心。

北京冬奥会时，或将有残疾人运动
员、观众等前往张家口赛区观赛。北京冬
残奥会时，张家口赛区将举行3个大项、46
个小项的比赛，使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云顶滑雪公园2个竞赛场馆，以及张家口
冬残奥村等6个非竞赛场馆。

为实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场馆无障碍设施全覆盖，我省按照《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
南》，坚持场馆无障碍建设与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实施”，在各业务领域运行计
划、场馆运行计划等编制过程中都整合纳
入了冬残奥会、无障碍等内容。目前，张
家口赛区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古杨树场馆群各竞赛场馆的无障碍
电梯、无障碍卫生间均已施工完毕，无障
碍坡道结构安装完成，无障碍各类户型样
板间已通过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验
收。”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剑介绍说。

北京冬残奥会时，将使用张家口冬残
奥村运动员公寓A、C、D、G组团，配套设
施使用J组团。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
计划建设无障碍客房273间，客房基础装
修已完成，相关设施正在安装。

“这些无障碍客房均配备无障碍卫生
间，卫生间内设置各类无障碍扶手且满足
1.5米×1.5米轮椅回转需要，各客房及卫
生间门均满足 850 毫米以上的净通行宽
度，以保障轮椅正常通行。”张家口奥体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奥运村运营部副经理陈
科旭介绍说，为方便运动员处理紧急情
况，他们还在床头和卫生间设置了紧急报
警按钮。

串联起古杨树场馆群3个竞赛场馆观
众无障碍流线的空中廊道“冰玉环”，目前
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均已施工完
毕，室外无障碍坡道1处正在施工建设。

此外，云顶滑雪公园无障碍设施建设
也在积极推进中。

近期，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相关力量，
开展了无障碍联合检查，结果显示，张家
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
村）的各主要客户群无障碍流线清晰顺
畅、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规范标准、可持
续及人性化建设目标明确。

“接下来，我们将科学推进场馆、赛区
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计划于8月底前完
成场馆室外相关市政配套设施的无障碍
设施建设，10月底前完成场馆相关临建的
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张家口冬奥村（冬

残奥村）所有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工作。”张
家口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周金生表示。

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与
管理全力推进

“1998 年我去广州参加比赛时，特别
羡慕广州火车站站台和车厢高度之间没
有落差。如今，太子城高铁站也是如此
了。”在崇礼太子城高铁站体验完无障碍
设施后，霍振玲表示，太子城高铁站无障
碍坡道及扶手、无障碍电梯等一应俱全，
她可以独立完成进出站、上下车等行程。

在崇礼区滨河公园，霍振玲看到，这
里设置了15个无障碍出入口，并在8块空
地安装了简易的康复训练器械，残疾人参
与健身更方便了。

“为持续改善城区无障碍环境，崇礼
区在对公共场所坡道、盲道等进行改造提
升的同时，对道路、公共建筑、景观等处的
无障碍设施也进行了系统升级改造。”崇
礼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李星介绍，崇礼城区无障碍设施
建设改造主要包括总长度17公里的城区
重点道路无障碍设施建设、滨河公园无障
碍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建
设，目前已全部完工。

自冬奥筹办以来，张家口市严格履
行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办城市
合同》及义务细则要求，将无障碍环境
建设作为民生大事来抓，在全市范围内

特别是崇礼区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
设各项工作。

该市对全市交通、餐饮、住宿、医疗、
信息化、体育场所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目标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分别制定了年
度任务清单和分解表。要求凡新建、扩建
和改建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
居住区内道路、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相关要求进行
规划、设计、建设。

今年2月，该市入选创建全国无障碍
环境示范市。截至8月2日，全市共改造
盲道358.5千米，缘石坡道4422处，无障碍
卫生间680个，设置无障碍电梯、升降平台
101处，无障碍停车位805个，公共场馆无
障碍座席148个，接待和服务区域低位设
施176处，宾馆、酒店无障碍客房83个，无
障碍公共服务网站38个。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专项检查中，相关
人员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
方。对此，周金生表示，他们正在全市范
围内扎实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回头看”，
对标国内一流标准，重点解决好无障碍环
境建设区域发展不平衡及设施建设不规
范、不全面、不细致、不系统的问题。同
时，依据《张家口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
条例》，按职责切实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
常管理，对违反条例规定及故意损毁无障
碍设施的，分别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予以
处罚。

▲崇礼区滨河公园的无障碍设施。
崇礼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供图

▼相关人员体
验云顶滑雪公园的无
障碍电梯。（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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