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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侧记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4日，
国家体育场。出生在重庆，现中国登山协
会成员、肢残运动员登上珠峰的第一人夏
伯渝亮相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
会徽展示环节，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残障人
士共同展示了冬残奥会会徽“飞跃”。3
月2日，他还参加冬残奥火种采集仪式，
并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会徽展示
环节，身着红衣的夏伯渝演绎了一个关
于前行的故事，鼓励一个残疾孩子勇敢

前行，让人倍感温暖。之后，
夏伯渝和残障人士共同用张
开双手的方式，展示本届北京
冬残奥会会徽“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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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绽放生命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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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夏伯渝登上开幕式舞台
此前他曾担任冬残奥会第一棒火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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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一分钟

□新华社记者 姬烨 董意行 孔祥鑫

4日晚，当视障运动员李端登上北
京冬残奥会主火炬台，或许连他自己也
想不到，他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漫长，
或许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分钟。

他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摸索着雪
花，终于找到了火炬的卡槽。但几次尝
试想要将火炬嵌入主火炬台，都因为火
炬的角度不对而未能完成。

他试着旋转火炬，双手一起往下按，
但依旧没有成功。那几秒，感觉时间都
在等待他、陪伴他、鼓励他。突然，现场
一位观众大声喊出了“加油”。随后，声
声加油，全场掌声，毫不吝啬地给了他。

这次，李端双手举着火炬，差一点
就嵌入了主火炬台，但还是没成功。

“加油！加油！”在全场观众的助威
声中，李端又经过了几次尝试，终于把
火炬稳稳嵌入主火炬台内。

成功了！李端奋力挥舞着左拳，但
右手依旧不敢离开火炬。当他听到现
场雷鸣般的掌声，才将紧握火炬的右手
松开，高举双臂欢呼。

短短的一分钟，李端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复。刚从主火炬台走下来，这位曾
经入选国家青年男篮的东北硬汉，声音
依旧有些颤抖。

“盲人点火，肯定会有困难，但只要
你坚持不懈，把困难挺过去，没有咱中
国人，包括咱中国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做
不成的事！”李端说。

“今天我的右手拿得低了一些，左
手去比对时，（卡槽）底下也有点卡。盲
人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不一定能顺利完
成。但我还是很自信的，我又拔出来重
试一下，费了点时间，但最终成功了！”

整个过程中，李端在点火高台上，
原本想调整一下脚的位置，但因离地较
高，最终还是决定脚不动，用手来调整。

李端特别感谢在那一分钟里，为他
加油鼓劲的人们。

“我们盲人感觉不到光亮，但是能
感觉到声音，能感觉到那些帮助过我和
一直支持我的人们，就像残奥火种在我
的右上方，温暖着我右边的脸和我的
心，那种感觉特别好！”

李端曾是篮球运动员，18岁时，他
在备战CBA新赛季时意外失明。此
后，机缘巧合中，李端再次踏上竞技
场。出众的运动天赋，让他在2004年
雅典、2008年北京残奥会跳远、三级跳
远比赛中夺得冠军。

“我现在的心情和我当年在‘鸟巢’
打破世界纪录夺冠的心情是一样的！”
李端说，“感谢‘双奥之城’，感谢这么好
的时代，让我有机会两次来到‘鸟巢’。
第一次是参赛，9万名观众和我一起唱
国歌，第二次是点火炬，虽然我看不见，
但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

虽然看不到光，但李端在冬残奥会
开幕式的这个夜晚，为我们点亮了
夜空。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北京冬奥会闭幕不到半月，璀璨的烟花再次点亮“鸟巢”
上空，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朋友们在冬残奥会的感召下汇
聚在一起，共享这一充满希望、拼搏精神、自强风采和团结友
谊的残疾人冰雪盛会。

改变始于体育，世界聚焦这一刻，我们期待之后的每
一刻……

绽放激情，冬残奥运动员不畏艰难圆梦赛场

场地中央，洁白的冰面渐渐幻化成闪烁星海。过往12届
冬残奥会的光辉历史，在灿烂星辉中一一闪过。最终画面在

“2022北京”定格，现场观众屏息凝神。
在北京冬残奥会会徽衬托下，46个参赛代表团踏雪道而

来，憨态可掬的吉祥物“雪容融”和标兵志愿者热情舞蹈欢迎
八方来宾。这是有史以来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冬残奥会之
一，也是女性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冬残奥会。

尽管曾在生命中遭遇不幸，残奥运动员们仍自强不息，不
断突破自我，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他们通过艰苦卓绝
的努力，排除万难终于登上冬残奥舞台，冰雪梦想照进现实。

“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为不同国家（地区）的运动员搭建了
充分展示残奥运动魅力的舞台。”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
鲁·帕森斯说，他们将通过体育运动展示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当紫色“雪花”在夜空唯美绽放，我们共同期待代表着勇
气、毅力和不屈的冬残奥运动员，在未来9天的冬残奥赛场
上，挥洒激情，展示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风采。

绽放愿景，残健融合携手共筑和谐世界

这场开幕式的参演人员里，约三分之一是残疾人，他们用
质朴的表演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排演过程中，残疾人表演者
和健全人表演者彼此扶持、互帮互助。团结、友谊、共融，残健
融合在各个细节里得以深刻体现。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视力残疾人悠扬的
歌声在场内缓缓荡漾。残疾人运动员和为残疾人事业做出贡
献的8名代表，护旗入场。虽然其中有人坐着轮椅，但他们步
调一致，坚定向前。当国旗冉冉升起，现场听力残疾人用手语

“演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的拳拳深情。无声，却让人听到嘹亮。
涟漪、浪潮、群鸟飞翔……场地中的盲文如同像素点，在

变化中形成生命蓬勃的意象，最终定格为中英双语的“改变始
于体育”，而残奥会正是改变的有力证明。

一位盲人的手掌上映出了国际残奥委会标志，经过手手
相传，印在了每个人的掌心。他们中有肢残的公益活动志愿
者、运动员、医生，有视力残疾的模特、小学生，也有残疾人与
健全人携手的夫妻和双胞胎兄弟……残健共融的人们相互鼓
励支持，情感在此汇聚交融，温暖世界。

绽放梦想，和“我们这百分之十五”一起共赴美好未来

现场屏幕上，残疾人讲述着被称为“特殊人群”的困扰。
事实上，占全球人口15%的12亿残疾人并不“特别”，他们也
能从事多彩职业，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只有将他们当作普
通一员，才能打破彼此间的隔阂。开幕式上，无论是残奥运动
员还是残疾人表演者，都各自怀揣梦想，绚烂绽放。

燃烧的火种，从残奥运动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采集，来到
中国，连同采集自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处火种汇
聚成北京冬残奥会官方火种。“鸟巢”内，8位残疾人运动员火
炬手满怀“一起向未来”的憧憬，透过手中的火炬，传递出爱与
希望。

最后一棒火炬手、盲人运动员李端一步步走向“大雪花”
造型的主火炬台，用他最有温度的感官能力——触摸，轻抚一
片片小雪花。现场安静下来，观众仿佛能感受到他在触摸世
界，认知世界。几经摸索，火炬终于插入主火炬台。一簇微
光，烛照世界。

满载梦想的烟花点亮夜空，缤纷绽放。北京冬残奥会在纯
洁、温暖、多彩中开幕。

（记者 黄垚 王子铭 邰思聪 马锴）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