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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高山滑雪男女超级大回转站姿组比赛，我省选手均获金牌

高山之巅，燕赵儿女竞芳菲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知识窗

云顶滑雪公园志愿者

为观众营造良好观赛体验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肢体残疾人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
间、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电梯等。

赛事相关建筑及其内部需要有适合各类利益相关方通行的
无障碍通道，用以满足各类残疾人和行动不便人群的使用。通
道的宽度需满足无障碍要求，同时考虑通行流量和运行要求。
无障碍通道上有高差的地方用轮椅坡道或无障碍电梯连接，无
障碍通道要连贯通畅。场馆内预计人流量大的区域净宽不应小
于1.8米。

无障碍卫生间分为无障碍厕位和独立无障碍卫生间，场馆
内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建议为通用的无障碍卫生间，不区分性
别，以便使用者的家人或陪伴人员不同性别时也可以使用。冬
残奥会的运动员区域应保证每个楼层至少设置1个通用的无障
碍卫生间，具体数量应根据需求人员数量和运行实际确定。

如有需要楼层间通行的情况，需要安装无障碍电梯。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在不同门票价格的座席区域均应设

置轮椅席位，轮椅席位应设在便于到达疏散口及通道的附近，不
得设在公共通道范围内。轮椅席位旁边应提供1∶1的陪同席
位。陪同席位可为移动式，可在轮椅席位区集中或分散设置。
还应为行动受限但不愿意坐在轮椅里的人及孕妇、病人等提供
礼遇席位。礼遇席位应设在每排座位的两端。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整理

3月6日，张家口颁奖广场迎来北京冬
残奥会首个颁奖日。8场颁奖典礼，让运动
员尽享荣光。“很享受，很感恩，感谢完美的
颁奖仪式让我享受这荣耀的时刻。”冬残奥
会我省首金获得者郭雨洁在颁奖仪式后感
慨地说。

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张家口颁奖广场
有7天要举行颁奖仪式，最少的一天要举行
6场，最多的一天能达到10场。时间紧、任
务量大，为了让每场颁奖仪式做到完美，各
相关领域做了充分的准备。

时间拨回四个小时之前，张家口颁奖
广场获奖运动员交通服务团队经理李扬帆
正忙着调度车辆。作为颁奖仪式的前端环
节，他们需要在仪式前将获奖运动员准时、
安全送达仪式现场。

晚上7时半开始的颁奖典礼，下午5时
40分交通保障组就已经“上岗”了，核查接
站人员姓名、确定车辆和线路、陪同人员上
车出发……

“运动员乘坐的车辆座椅可以移动和
上下调整，确保运动员可以便捷上下车。
上下轮椅不方便的运动员，车辆自带平台
可以将运动员和轮椅系上安全带后统一收
进车厢。”李扬帆说，冬残奥会期间颁奖广
场有30多辆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保障车。

到达冬残奥村后接送运动员的等待时
间也从冬奥会的十分钟延长到二十分钟。

“我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希望运动员能更
从容一些、舒适一些。”李扬帆说。

第一时间询问运动员是否需要帮助，尊

重运动员的意愿；保持车辆车速平稳，让轮
椅运动员不受颠簸；时刻陪伴在运动员左前
方，并确保所有无障碍通道顺畅；用简单、规
范的话语为视障运动员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礼仪、话语、中英文表达等，
我们都在转换期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李扬
帆说。

与冬奥会相比，冬残奥会需要更贴心、
更周到的服务。在与李扬帆交流的过程
中，记者不时被他们处处为残疾运动员着
想，并平等、尊重对待每一位获奖运动员的
细节感动。

与此同时，在仪式现场，张家口颁奖广
场获奖证书及颁奖台主管李硕也正在为晚
上的颁奖仪式做最后的检查。根据冬残奥
会的特点，颁奖台长度由 1 米增长到 2 米，
两侧都增加了坡道，以方便乘坐轮椅的运
动员轻松上下台。

而这些组成领奖台的模块因为长度过
长，需要李硕和同事们人工搬运。当颁奖
时出现并列名次时，他们需要在短短2分钟
内，增加模块，并把颁奖台调整好、标识牌
安装好。同时将放置奖牌和花束托盘的小
桌子换成更合适的大桌子。

仪式的颁奖台是平整的，但冠军位置
前的面板要比颁奖台高出一块，为了固定
牢固，李硕和志愿者们在已有固定装置的
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卡扣的设计。“这样是
为了确保运动员的轮椅碰到标识牌也不会
掉落。”“细节控”的李硕力求完美，“这些都
是很微小的点，但却需要我们考虑周到，保

证运动员们享受一个完美的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上，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引

导员的步伐比冬奥会时慢了一些，并根据
运动员的前进速度进行及时调整，同时，也
减去了冬奥会时运动员绕场一周的环节。

“冬残奥会的颁奖仪式考虑的是最大限
度便利运动员。”张家口颁奖广场颁奖仪式
经理杨宁介绍说，虽然流程与冬奥会基本一
致，但针对运动员的特点，引导员对步数、引
导路线和引导点位等都进行了调整，并在之
前对所有礼仪人员进行了培训和演练。

颁奖嘉宾需要乘坐轮椅、如何引导视
障颁奖嘉宾进行颁奖、颁奖嘉宾是否需要
托盘员的协助……杨宁和团队根据能想到
的各种问题“难为自己”，并制定解决方案，
在 3月 3日和 5日进行了全要素、全流程演
练，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今天的颁奖仪式很顺利，我们期待将
冬奥会的零失误，延续到冬残奥会结束，让
残疾运动员更完美享受属于自己的高光时
刻。”杨宁说，这也是张家口颁奖广场所有
工作人员努力的目标。

3 月 6 日，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接连传来喜讯。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
大回转站姿组比赛中，来自我省的运动员张
梦秋以1分13秒54的成绩获得金牌，收获个
人在本届冬残奥会上第 2枚奖牌的同时，也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本届冬残奥会残奥
高山滑雪项目的首枚金牌。

随后，在残奥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
站姿组比赛中，同样来自我省的选手梁景怡
以1分09秒11的成绩获得金牌，这是中国男
子运动员在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项目上
获得的首枚金牌。

张梦秋

放平心态，终给奖牌换个颜色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
大回转站姿组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参加，张
梦秋第六个出场。一上场，这个昨天以0.1秒
之差遗憾摘银的姑娘，便显示出了极佳的竞
技状态，全场人员都屏住了呼吸期待她的精
彩表现。

冲！冲！冲！当张梦秋越过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岩石赛道最后一个弯道，跃入人们的视
野并全速冲向终点时，守候在终点区域的中
国队教练组、技术官员和志愿者，不禁齐声
欢呼。

1分13秒54！在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
项目上，第一次有中国运动员站上最高领
奖台。

“张梦秋今天发挥得特别好。”残奥高山
滑雪国家队教练谢安惠对爱徒当天的表现
特别满意。

不过，在前几天的官方训练中，和其他
人成绩都有 0.1 秒的提升相比，张梦秋的表
现并不很理想。

3 月 5 日是冬残奥会第一个比赛日，张
梦秋出战残奥高山滑雪女子滑降站姿组比
赛，以0.1秒的劣势遗憾摘银。在当天的颁奖
仪式上，她对志愿者说：“明天我还来，我要
拿第一名。”

“不要紧张，放平心态，能站到冬残奥赛
场上已经是赢家了，只要发挥出平时的训练
水平就好。”赛前，谢安惠这样鼓励她。

向来有颗“大心脏”的张梦秋，并没有受
到官方训练和前一天成绩的影响，放手一
搏，真的拿到了第一。

这份沉甸甸的收获，离不开她的努力和
坚持。

张梦秋，2002 年 3 月出生，衡水市景县
人，因患小儿脑性瘫痪导致身体具有一定的
运动功能障碍。2016年，县残联找到张梦秋，
希望她参加残疾人竞技体育训练，张梦秋怀
揣着对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热情，接受了邀请，
同年12月进入河北省残疾人冬季项目队，专
攻残奥高山滑雪项目，随后进入国家队。

“残奥高山滑雪这个项目风险很大，除
了需要悟性，还离不开队员平时刻苦训练练
就的基本功，张梦秋特别能吃苦。”谢安惠如
此评价。

刚开始，因为身体原因，她的反应速度
要比其他人略慢一些。教练讲解的动作要
领，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学会，张梦秋却需要
花两三倍的时间才能掌握。但她不服输，在
教练的耐心指导下，她刻苦训练，反复琢磨
技术动作，不断进步。

为了备战北京冬残奥会，张梦秋每周都
要训练 6 天，每天坚持在雪道上滑行 6 个小
时，她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比赛当天，张梦秋的衡水老家如同过年
一样热闹。一大早，她的爸爸妈妈和亲戚们
就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她的比赛。成绩出
来的那一刻，她的妈妈高立敏喜极而泣。

“看到她为国争光，我们无比骄傲。她最
喜欢吃油焖大虾，等她回来，我们一定给她
庆功。”高立敏开心地说。

梁景怡

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终成“正果”

梁景怡排在第一位出发，出发、滑行
到结束均发挥出色，并将领先优势保持
到了最后。

作为第一位出发的选手，梁景怡的
比赛名次不仅要看自己的发挥，还要看其
他选手的成绩，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一
名选手的成绩只比他慢了 0.24 秒，让人
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当
时心跳特别快。”梁景怡赛后坦言。

当拿到“金容融”那一刻，梁景怡非
常激动和兴奋，举起“金容融”不断向现
场观众和工作人员致意。

那一刻，梁景怡特别想对父母说：
“我拿冠军了！”

此时，梁景怡家里的微信群里都是
亲戚们转发的他比赛的消息。梁景怡的
母亲陈丽微表示：“我都不敢相信，直到
孩子在群里发了比赛的成绩。”

那一刻，陈丽微泪如泉涌，为孩子
能为国争光而骄傲，也为这些年孩子的

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而激动。
“他的性格有点倔强，带着一股不服输

的劲儿。”陈丽微如此评价儿子。
她回忆说，梁景怡有一次自己训练摔伤

了锁骨，缝了20多针，手术后的第9天，全运
会比赛开始了，梁景怡非要带伤参赛，鉴于
伤情，医生不同意他出院，为此，他软磨硬泡
医生两天，还是去参加了。

那一次，看见儿子受伤，陈丽微无比心
疼，想劝孩子别再练滑雪了。但当梁景怡提
出自己热爱滑雪，父母便没再劝说，开始全
力支持孩子的梦想，尊重他的选择。

“那次他得了第二名，虽然没拿金牌，他
也拼尽了全力。”陈丽微动容地说。

任何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都离不开运
动员的刻苦努力。

“景怡是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孩
子，而且善于寻找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
教练谢安惠说。

在3月5日举行的男子滑降站姿组比赛
中，梁景怡以 1 分 16 秒 36 的成绩获得第 4
名，未能登上领奖台。

3 月 5 日的比赛结束后，梁景怡并没有
灰心，也没有放弃，从赛场回到冬残奥村后，
他一遍遍反复看自己的比赛视频，寻找比赛
中的不足，第二天成功避免了第一天的小
失误。

“我就是不想那么多，把所有的顾虑都
抛到脑后，全力看准赛道、看准旗门。”比赛
结束后，梁景怡透露了自己的比赛秘诀。

梁景怡表示，接下来的比赛要继续开开
心心，享受比赛的过程和滑雪的魅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杨明静）
3月7日，从北京冬残奥会无障碍环境建
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冬残奥
会“以运动员为核心”，全方位打造场馆
无障碍环境。

北京冬奥组委坚持“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的筹办原则，旨在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所有参与者提供优质的无障
碍、可达性好的环境，确保“两个奥运、同
样精彩”。

秉承“以运动员为核心”的理念，北
京冬奥组委根据参赛运动员的身体条件
特点和实际需求，确保设施和通行无障
碍。设置主入口自动门、无障碍座席、无
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淋浴
间、无障碍坡道、电梯提示盲道、运动员
更衣间、低位服务台、无障碍标识等，雪
上场馆还设置无障碍打蜡房、无障碍缆
车系统等。运动员的所到之处均消除细
微高差、增设防滑安全措施。

场馆内设置醒目、简洁易懂的无障
碍引导标识，确保信息无障碍。在反兴
奋剂检查站、医疗诊所等位置专门配备
中英文对照的盲文大字版文本或语音提
示，方便视障运动员清楚地了解相关
事项。

为保障冬残奥会运动员的安全，赛
道在冬奥会基础上，增加安全防护器材，
如防撞垫、防撞条，对靠近赛道的灯柱、
电箱、木制围栏进行安全防护处理，配备
专人进行定期巡检。同时，为满足和保
障残疾运动员的假肢、轮椅等辅具的正
常使用和维护需求，设置标准的轮椅假
肢维修间，配备专业技术团队提供保障
服务，确保服务无障碍。

打造有温度的无障碍人文环境。北
京冬残奥会专门制定了《北京2022年冬
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对所有场
馆团队及服务保障人员进行了无障碍理念、无障碍礼仪、沟通技
巧、服务技巧、冬残奥会服务要点及主要残障客户群特点等一系
列培训和演练。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服务做到相辅相成。

赛时需求和赛后利用并重，形成可持续的“无障碍”遗产。
三个赛区所有场馆，均同步考虑了无障碍设施的赛时和赛后双
重需求，旨在为场馆和城市留下更多的无障碍遗产。

3月6日，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了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
雪障碍追逐资格赛，这是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后云顶滑雪公园的
第一个比赛日，也是首个观众观赛日。

为做好冬残奥会首日观众观赛服务工作，赛事服务志愿者
们提前三个多小时就到达场馆，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欢迎来到云顶滑雪公园。”热情的欢迎声中，志愿者们安全
有序引导观众落客后进入安检大棚，依次进行测温、安检、票
检。观众落座后，志愿者们为他们发放手摇旗和眼镜等观赛物
资，引导观众隔位就坐、有序互动，最后服务观众安全顺利退场，
保证了首日观众观赛各环节的有序进行。

当天，面对流线远、户外岗位多、服务时间长等多重挑战，志
愿者们微笑服务，引导观众进暖棚休息、购买特许商品，与“雪容
融”合影留念，全力为观众们留下难忘的记忆。“看着观众们挥手
致意的那一刻，更加感受到赛事服务志愿者的价值和意义。”来
自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志愿者孙坤感慨地说。

“刚刚过去的3月5日是全国学雷锋纪念日，也是中国青年志
愿者服务日。云顶滑雪公园的志愿者们坚守在冬残奥会志愿服务
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该场馆赛事服务经理
李晓庆介绍说，志愿者们着力为观众提供秩序引导、信息咨询、检
票验票、看台服务、失物招领、移动助行等暖心服务，积极营造良
好的观赛体验，一抹抹志愿蓝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介绍，为做好冬残奥会转换期工作，提升冬残奥会志愿服
务水平，该场馆赛事服务团队制定了详细的岗前培训方案，围绕
冬残奥知识、岗位职责、流线点位、排班轮岗、移动助行、桌面推
演、情景模拟、疫情防控、应急处突等方面组织志愿者开展了十
余次的培训和演练，为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肢体残疾人
无障碍设施有哪些

张家口颁奖广场

让运动员尽享荣光时刻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陈 华

3月6日晚，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首场奖牌颁发仪式在张家口颁奖广场举行。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3 月 6 日，中
国选手梁景怡在北
京冬残奥会残奥高
山滑雪男子超级大
回转站姿组项目比
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3 月 6 日，中
国选手张梦秋在北
京冬残奥会残奥高
山滑雪项目女子超
级大回转站姿组比
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