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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比赛颁奖仪式升起三面五星红旗

河北仨小伙，包揽金银铜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视力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主
要包括盲道、照明、语音提示信号
灯、盲文地图、针对视力残疾人的
公共广播、综合信息终端、机器人
导航系统、盲文打印机、语音设备、
带盲文的自助设备、无障碍网站等
等。听力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主要
包括公告板、电子显示屏、震动或
闪光设备、助听耦合辅助、字幕机
顶盒、现场解说无线调频系统、声
音扩大系统等。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是帮助视力
残疾人通行路口的重要设施，可以
提示视力残疾人是否可以通过路
口。盲文地图是供视力残疾人用手
触摸的有立体感的位置图或平面图
及文字说明。

针对视力残疾人的公共广播，
现场语音服务是一项由讲述者向在
场的视力残疾人描述现场活动的服
务，使用者通过与接收器相连的耳
机收听讲解，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
闭幕式应提供现场语音服务。

听力残疾人对于警告音、呼叫
进程音及电话振铃的信息接收时，
应采用多种模式的信号表示方式，
如闪烁灯光、显示屏、振动感知等。
助听耦合辅助可以部署在大中型场
馆或者一对一服务台，辅助佩戴助
听器者的服务。通过助听器上的

“T”档功能可以接收。助听耦合辅
助通过线圈感应只把有用信息放
大，减少噪声干扰，提高清晰度。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整理

随着北京冬残奥会赛程的推进，各赛区的服
务保障、无障碍环境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点赞。

“这里的一切都棒极了！”3月6日，在张家口赛
区云顶滑雪公园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LL1
级资格赛现场，结束比赛的巴西选手安德烈·巴尔
别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选择了这样一句开场白。

“我们知道，为了办好冬残奥会，中国在前期做
出了许多努力，这不仅使这里（张家口赛区）显得更
加与众不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安德
烈·巴尔别里说，无论是在冬残奥村还是在竞赛场
馆，自己丝毫没有感到“障碍”的存在，随处可见的
志愿者也总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及时优质的
服务。他还特意提到了冬残奥村里的美食。“我们
能在这里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它们的味道都
好极了，特别是宫保鸡丁和包子，都是我的最爱！”

44岁的奥地利老将伯恩哈德·哈默尔是当天
参加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LL2级资格赛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这里的赛道很好，各方面
的体验都非常棒。”伯恩哈德·哈默尔说，自己最满
意的就是食宿，尤其是冬残奥村的床，特别舒服。
对于此次中国之行，他认为“一切都很完美”。

顺畅的无障碍流线，给运动员以及其他残障
人士带来了便捷舒适的体验。

“站台和车厢高度是一致的，轮椅通过很方
便，进车厢后通道也很宽，轮椅通过完全没问题，
很棒！”几天前，前来报道北京冬残奥会的法国电
视台制作和技术人员西里尔·莫雷，坐着轮椅从张
家口赛区太子城车站乘坐京张高铁前往北京主媒
体中心，体验下来，不禁对京张高铁出行的无障碍
由衷赞叹。

荷兰残奥高山滑雪队教练员尼基·埃尔斯沃德对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的设施十分满意。他说：“我参加过索契和平昌冬残奥会，而这里的
硬件设施以及无障碍设施都是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会中最出色的。”

国际残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莱亚娜·罗德里格斯曾在冬残奥会转换期
间到访过延庆赛区，对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印象深刻。“在往届冬残奥会中，残
奥高山滑雪赛场的无障碍往往最具挑战性。本届冬残奥会的残奥高山滑雪
赛场非常令人赞叹。”她说。

3 月 6 日，北京冬残奥会残奥
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视障组
比赛中，第三位出场的运动员在比
赛中出现失误，未能完赛，引发外
界一片惋惜。因为，这名运动员是
残奥高山滑雪项目上的传奇运动
员——冬残奥会10枚金牌获得者、
北京冬残奥会首金获得者，斯洛伐
克运动员亨列塔·法尔卡索娃，一
个无惧困苦、通过滑雪与命运奋勇
抗争的人。

法尔卡索娃生来就命运多舛。
1986 年，她出生于罗兹纳瓦，生来
就存在视力障碍。法尔卡索娃也曾
彷徨无助，但17岁时参加的一个训
练营，却开始改变她的命运。

那是一个在克莱沃卡举办的高
中滑雪训练营。在那里，她第一次
接触滑雪，就被深深吸引。因为生
来存在视力障碍，她很少能够感受
到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

如今，再回忆自己与滑雪结缘
时的场景，法尔卡索娃也直言妙不
可言。她说，自己的家乡甚至都不
在山区，所以连滑雪都距离她非常
遥远，更不要说梦想成为一名滑雪
运动员了。但在那个训练营，她默
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项运动
上玩出个名堂。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随后，法
尔卡索娃沉浸于滑雪的乐趣之中，
滑雪技术飞速进步。仅仅一年之
后，18岁的法尔卡索娃就亮相国际
赛场，代表斯洛伐克参加了在奥地
利举行的残奥高山滑雪欧洲杯比
赛，并就此拉开了“开挂”一般的传
奇 运 动 生 涯 。 特 别 是 2009 年 之
后 ，她 在 国 际 赛 场 上 接 连 斩 金
夺银。

法尔卡索娃说，遇到了滑雪后，
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活法。然
而，她的滑雪生涯中，也一直伴随着
各种苦难。

2013 年西班牙莫利纳世锦赛，
她摔断了手腕和三根肋骨；2014年
10 月，她在奥地利参赛时膝盖受
伤，导致远离赛场两年半；2017年，
她在世锦赛上重返赛场，但却开始
受到背部伤势的困扰；2019 年，她
在世锦赛滑降项目中摔伤了右膝，
三次接受手术，并因此缺席了整个
2019-2020 赛季。此外，她还与所
有残奥高山滑雪视障组运动员一
样，因为在比赛中撞到旗门和防护
网，面部多处骨折……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压垮法尔
卡索娃，反而让她愈挫愈勇。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法尔卡
索娃担任开幕式斯洛伐克体育代表
团旗手，并在随后的比赛中获得 4
枚金牌和 1 枚银牌，是该届冬残奥
会获得奖牌最多的女运动员，个人
冬残奥会金牌总数也升至9枚。

残奥高山滑雪视障组运动员比
赛中都需要领滑员。然而，北京冬
残奥会周期，法尔卡索娃不仅深受
膝盖伤势困扰，领滑员还在开幕前
一个月受伤，她不得不临时与另一
名领滑员合作。好在，这个变故似
乎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影响，她顺利
拿到了北京冬残奥会首金，将个人
冬残奥会金牌总数升至10枚。

法尔卡索娃的滑雪职业生涯如
此“彪悍”，主要缘于她的性格。在

“永远不要怜悯自己”座右铭的指引
下，面对不公的命运，她没有气馁、
自暴自弃，而是选择直面、抗争，并
因此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3 月 7 日，崇礼的天气格外好。在主
持人的带动下，云顶滑雪公园的现场气氛
也十分热烈。

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
比赛从资格赛开始，我国选手整体表现可
圈可点，不仅有 6 人晋级，排名前五的选
手中更是占了4席。我省运动员朱永钢、
王鹏耀、纪立家、江紫豪分别以第一、第
三、第四、第十名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中，张义琦、江紫豪分

别以前两名的成绩晋级下一轮；王鹏耀、
纪立家、朱永钢三名中国选手分别以各小
组第一身份晋级半决赛，为接下来的比赛
开了一个好头。

半决赛分为两组进行。第一组的竞
争很激烈。身着16号号码衣的朱永钢一
出发，便与另外两名选手形成激烈竞争，
不禁让现场观众为他捏了一把汗。借助
转弯的机会，朱永钢强势超越，将两位对
手甩在身后，与纪立家携手冲进决赛。

另外一组半决赛则相对平稳，身着红
色号码衣的王鹏耀一马当先冲过终点，张
义琦紧随其后。

至此，4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
当他们同时站上赛道起点处，现场的

气氛顿时热烈起来。要知道，在本届之前
的冬残奥会上，这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

随着决赛开始，四名选手瞬间“飞”了
出去。纪立家很快确立了领先位置，王鹏
耀、朱永钢、张义琦分别紧随其后。当运

动员们飞跃最后一个坡道，出现在现场观
众视线内，现场沸腾了。

“折翼天使，也能翱翔！”四位运动员
陆续冲过终点的一刻，现场主持人由衷为
他们点赞。

随后，现场响起《中国范儿》的背景音
乐，观众们挥舞着红旗，一片欢腾。四名
运动员先后展开五星红旗披在身上，激动
地向现场所有人员致意。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
旗，我为你自豪……”随着广播里歌曲《红
旗飘飘》响起，许多观众、志愿者、工作人
员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高声唱起来，在场
的每一个中国人脸上都写满自豪。

医疗保障是冬残奥会顺利举办的重
要支撑。北京冬残奥会开幕以来，张家
口赛区医疗保障团队全面进入赛时工作
状态，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全方位织牢医疗保障网

每天清晨 6 时，张家口赛区密苑太
子酒店核酸检测人员就开始了一天的核
酸检测工作。考虑到酒店入住人员外出
和回来的时间不同，他们每天会一直持
续检测到晚11时。

周到的医疗服务保障，引得不少记
者纷纷点赞。

为保障冬残奥会顺利进行，张家口
赛区保留使用日检测能力7万管的核酸
检测方舱实验室，专门负责涉冬残奥人
员、环境、物品的核酸检测。在核心区设
置采样点位 123 个，安排样本转运车 15
辆，进一步优化核酸采集、转运、检测等
各环节衔接，确保随来随采、应采尽采、

快检快出。
此外，北京冬残奥会河北省医疗防

疫分指挥部综合组组长、省卫健委办公
室监察专员王拴峰介绍说：“针对冬残奥
会医疗保障实际，张家口赛区按照以岗
定人、结构优化、保留骨干、储备余量的
原则，对参与冬奥会医疗防疫保障的人
员进行优化调整，在双闭环内保留 1400
余名医疗防疫人员承担冬残奥会医疗防
疫保障任务。”

据介绍，张家口赛区在各场馆、签约
饭店、冬残奥村、集中住宿设施等地共设
置标准诊疗室（医疗站）53个，足额配备
急救设备、药品等，负责冬残奥会期间的
诊疗、急救、转运和分诊等工作，确保提
供便捷舒适的就诊环境和全面、周到、温
馨的服务。

“张家口赛区还保留参与保障冬奥
会的87辆负压救护车，随时开展紧急医
学救援，继续联合北京 999 和中信海航

联合体为赛区配备2架医疗直升机及相
应团队支持保障，全方位织牢医疗保障
网。”北京冬残奥会河北省医疗防疫分指
挥部综合组副组长、省卫健委规划处副
处长贾志田说。

为运动员提供贴心医疗服务

3月5日傍晚，一位中国残奥单板滑
雪队运动员因为腰部疼痛影响训练和比
赛，预约来张家口冬残奥村综合诊所
就诊。

综合诊所副医疗官、河北大学附属
医院骨外科副主任王晓冬，河北大学附
属医院冬残奥会医疗保障队员、骨外科
医生高飞和X线诊断科郭浩辰在详细查
体、与队医会诊后，对该运动员进行了局
部封闭治疗，其疼痛症状当即缓解，队医
称赞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冬残奥会医疗保
障队员诊断准确、治疗精准。

王晓冬介绍，张家口冬残奥村综合

诊所承担着村里各国运动员的医疗保
障任务，目前接诊量很大，主要是赛前
诊疗和赛后治疗，以骨外科和康复医学
治疗为主。考虑到冬残奥会运动员特
点，他们在赛前对综合诊所内外无障碍
设施进行了检查，以确保运动员无障碍
就诊。

综合诊所内的很多医疗设备也充分
考虑了冬残奥会特点，相关检查设备可
以实现升降，康复医学科所配备的多种
康复治疗器材可为残疾人运动员治疗运
动损伤提供帮助。

综合诊所医疗保障团队还对轮椅、
拐杖等进行了充分准备，与冬残奥会假
肢、矫形器和轮椅唯一维修保障供应商
工作人员开展了有效合作。

“在接下来的医疗保障工作中，我们
将给运动员提供精准的诊疗服务，帮助
他们以最佳身体状态参加比赛。”王晓冬
表示。

冬残奥会10枚金牌获得者法尔卡索娃

“永远不要怜悯自己”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知识窗

视力和听力残疾人无障碍设施有哪些

张家口赛区医疗防疫保障工作扎实推进

防疫措施安心，医疗服务精准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杨明静 通讯员 李 健

3月7日，北京冬残奥

会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

追逐UL级比赛在云顶滑

雪公园举行，三位来自河

北的“零零后”选手纪立

家、王鹏耀、朱永钢分获

金、银、铜牌，取得了我国、

我省在冬残奥会该项目的

历史性突破。当晚该项目

的颁奖仪式上，3面五星

红旗同时升起，激动人心。

率先滑过终点，纪立家先是振臂欢
呼，停稳后又将整个身体扑在雪地上。再
站起身，他已是热泪盈眶。

“像做梦一样，感觉之前经过的所有
困难和挫折，这一刻都值了！作为一名残
疾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我非常激动！”
来到混采区，纪立家仍然激动不已。

“不忘初心”——这是纪立家的微信
昵称。对于他来说，残奥单板滑雪就是他
的初心，也给了他“重生”。

来自石家庄市深泽县的纪立家，在6
岁的时候遭遇意外失去左前臂。这一打击
一度令他和父母难以接受，“有种天塌了
的感觉”。

从那之后，纪立家变得很内向，再也
不穿短袖衣服，即使是夏天最热时也要用
长袖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

后来，在父母的不断鼓励下，纪立家

开始尝试体育运动。2016年，河北省残奥
单板滑雪队组建，纪立家凭借出众的运动
才能入选。两年后，他又成功入选国家集
训队。

刚开始接触残奥单板滑雪时，光是
“刹车”这个动作纪立家就学了一个星期。
“当时屁股都摔肿了，都不敢坐，一坐就
疼。”纪立家回忆说。但他没有放弃，经过
不懈练习，很快就可以自己带着雪板坐缆
车上到高处，慢慢滑下来。这让他有种莫
名的“小惊喜”。

参与雪上竞技，需要通过日复一日的
艰苦训练，提高平衡力、爆发力，突破自己
的身体极限。在进行力量训练时，纪立家用
钩子勾住杠铃杆，拉起杠铃。经年累月的训
练，截肢处磨出一圈老茧。残奥单板滑雪训
练要完成跳跃、腾空、转体等高难度动作，
摔跟头是家常便饭。纪立家非但不以为苦，

反而从自己热爱的运动中体会到了快乐。
这让他渐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队友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有的
甚至比他还严重，但他们坚强、乐观、自
立自强的精神感染着纪立家。大家互帮互
助，让纪立家在队里找到了“家”一般的
感觉。

成绩的不断进步更让他找到了自信。
“练习时间不长，第一次参加比赛他就拿
到了一枚奖牌，当时给我们打电话的时
候，就感觉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纪立家
的父亲纪永谦对那个电话记忆深刻，“当
时他的语气里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对自
己的认可，让我们也觉得很欣慰。”

“我感觉自己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体
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是纪立家在接受
采访时一直重复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残疾人朋友的骄

傲。也想对残疾人朋友说：别低落，努力去
拼搏，挑战自我，我们一样可以创造属于
自己的奇迹。”

“教练的帮助和队友的支持让自己不
断取得突破，征服一条条赛道。”获得银牌
的王鹏耀说，队员们互帮互助、共同克服
困难，“一只手无法给雪板打蜡，那就和队
友互相合作完成雪板打蜡。”

在王鹏耀看来，正是这样的团队精
神，才让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取得了突
破。“比赛之前，我们几个相互打气，不管
谁拿冠军，骄傲都属于中国队！”来自我省
衡水的他说。

由田径转项而来的朱永钢，先是练习
残奥高山滑雪，最终“落户”残奥单板滑
雪。最初接触滑雪时他不知摔了多少跟
头，晚上甚至不能躺着睡觉。在教练和队
友帮助下，来自我省邯郸的他逐渐克服了
滑行时容易重心靠后的难题，成绩不断进
步，最终登上冬残奥会赛场，并取得了好
成绩。

▶3月7日，中国选手纪立
家（中）、王鹏耀（左）、朱永钢

（右）在颁奖仪式上合影。当
晚，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
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比赛颁
奖仪式在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
举行。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在团队中收获成长与自信

4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