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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残运会上的“宁夏身影”
本报记者 杨淑琼

“参加第 4 届亚
残运会国际象棋围棋
国家队集训的这几
个月，我们每天早晨
六点半准时起床吃
早饭，然后训练—吃
饭—再训练，直到晚
上十点半熄灯休息，
其间还要进行理论学
习和复盘分析、对练
等。”10月 22日，张筱
笛向记者介绍自己
的亚残运会集训日
程表。

今年，亚残运会
首次将国际象棋纳入
正式比赛项目。“残疾
人国际象棋比赛规则
与健全人完全一样，
只是供视觉障碍选手
使用的国际象棋棋盘
与常规棋盘有所不
同，它的白色方格下
沉，棋子底部有插杆，
可以嵌入棋盘中，增
加了棋子的稳定性。
虽然知道有难度，但
我们全体训练的队员
都把夺冠作为自己
的目标，都盼望能在
家门口为国争光、为
家乡争光。”经过 58
天的国家队集训后，
张筱笛克服了身体残
疾带来的不便和长期
封闭高强度训练压
力，始终保持着昂扬
的斗志。

棋盘上，她是指
点江山、横车跃马的
将帅；生活中，她却无
法独立行走。

张筱笛从小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
（脆骨病），无法独立行走。对于成骨不全
症患者而言，轻微的碰撞就会造成严重的
骨折，而张筱笛在 6岁之前就经历了 22次
骨折。为了照顾女儿，父亲张郑生放弃工
作，全身心陪着女儿做康复训练，辅导她识
字、学习。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郑生发现
12岁的女儿经常摆弄家里闲置的象棋，冷
冰冰的胶木象棋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
着张筱笛的好奇心。张郑生是个棋盲，
连“蹩马腿”都不懂，他几番周折找到宁
夏象棋名宿刘泉龙为女儿教棋。有了名
师指点，再加上对象棋的痴迷，没过几
年，张筱笛就在宁夏象棋界崭露头角，多
次在银川市、自治区组织的各类比赛中
名列前茅。

翻开张筱笛的履历，可谓光彩熠熠：
2010年，张筱笛获得全国残疾人象棋锦标
赛亚军；在 2011年第八届全国残运会象棋
比赛中，16岁的张筱笛作为年龄最小的参
赛选手，获得女子组银牌；在 2018 年辽宁
大连举行的全国残运会选拔赛上，张筱
笛摘得金牌。这些成绩离不开张筱笛的
执着和坚持。“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
坚持的人不多。”张筱笛说。在她看来，真
正喜爱下棋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训练，
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收获。“很期待能够
和国际棋手一较高下，在更大的赛场上证
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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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火炬传递，
非常荣耀和自豪。”10月 20日，黄莺
作为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第 99棒火炬手亮相杭州。完成传递
任务后，黄莺难掩激动的心情，“随着
火炬的传递，沿途市民的热情也被点
燃，加油呐喊声不绝于耳。火炬熊熊
燃烧，一棒接一棒传递，也传递着梦
想与力量”！

2岁那年的一次高烧，导致黄莺
视网膜色素变性，父母带着她跑遍全
国各大城市求医，没有任何好转的迹
象，最后双眼只剩下一些光感。从
6 岁开始，黄莺作为盲童在宁夏特殊
教育学校学习，完成了小学、中学学

业，在学校坚持自己叠被
子、洗衣服。2015年 6月，黄
莺作为宁夏首位参加高考
的盲人学生，用盲文作答，
以高出一本理科线 85 分的
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录
取。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视障学生走上了普通
高考的道路，并取得了十分
优异的成绩。

大学 4 年，黄莺付出了
超过普通学生几倍的努力，
不仅顺利毕业，更获评全国

“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
年度人物”。

黄莺说，在看不见的情
况下，对普通学生来说很简单的一件
事，自己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一篇学
术文献，同学们十来分钟可以看完，
她却需要多次听写才能抓住重点。

“我从没有看过黑板，只是在课

堂‘听课’。”在大学里，黄莺将课件拿
回寝室，转化成文本文档，使用读屏
软件继续学习。她每分钟处理文字
的速度超过 40 字，几乎与一般人使
用手机或电脑处理文档的速度一样。

在众多课程中，黄莺感到最困
难的是高等数学。学姐口述教学
内容，她用盲文记录，再演算做题，于
是便形成了“口述—盲文记录—盲文
学习—盲文解题”的学习模式。经过
努力，她的高等数学考出了 97 分的
高分。

2019 年，黄莺保研至武汉理工
大学政治学专业。2022 年，她又被
本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录取，成为
一名博士研究生。“盲人也能活出自
己的精彩人生！”黄莺说。

火炬传递 50 米的距离，对黄莺
来说弥足珍贵，也是不小的挑战。“当
时非常紧张，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么
大的活动，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正式传递前，黄莺与视障引导员
进行了多次演练模拟。“我的视障引
导员是浙江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我
们一直在互相鼓励、互相打气，一定
要把这件事做好！”黄莺介绍，“与前
后棒火炬手交接棒的时候要一起做
交接动作：与 98 号火炬手交接棒时
要‘比个心’，与 100号火炬手交接棒
时要‘点个赞’。一开始大家都很担
心做动作时我掌握不好时间，经过几
次磨合，我和前后火炬手约定在需要
转身时候他们及时提醒，就这样在大
家的互相合作下我顺利完成了火炬
传递。”

“此次亚残运会‘桂冠’火炬传
递，组委会在每个点位以及整个传递
过程都充分考虑了残疾人火炬手的
需求，刚拿到‘桂冠’火炬时我就摸到
了火炬下部用盲文刻的亚残运会口
号‘心相约，梦闪耀’，感觉非常亲切！
整个活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对
于残障人士更开放、更平等、更包
容了。”

“当火炬点燃的那一瞬间，我的
内心也被照亮了。很感谢自治区党
委、政府推荐我成为此次亚残运会火
炬手，这是一份荣耀，更是鞭策。在
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会不忘初
心，把昂扬向上的青春力量传递下
去。”黄莺表示。

一路走来，黄莺得到了很多人的
帮助，她也想尽己所能回报这些善
意。在大学，黄莺和好友创办了“盲
着看看”微信公众号，分享视障人士
故事，鼓励更多人战胜困难。黄莺
说：“很多人认为‘盲’和‘看’很冲突，
我想转变他们对视障人士的刻板印
象，证明我们也可以‘看见’生活。”

如今，她和室友还做起了“黄
莺——盲着看看”抖音号，分享自己
的学习生活日常，不到 1个月粉丝量
就已破万。

毕业后，黄莺打算从事和残障群
体有关的工作，帮助更多特殊人士实
现梦想，回馈社会：做好抖音短视频，
让更多人了解视障者、走近视障者；
继续做好与视障者相关的学术研究；
和相关机构合作开展视障者独立生
活相关培训，帮助更多视障者勇敢自
信地走向社会……

“这次能够担任亚残运会火炬
手，感到非常荣幸。”10月 19日，在杭
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中，从宁夏
走出去的记者高伟强担任第 74棒火
炬手。

火炬传递现场，上一棒火炬手李
豪左手举着火炬，右手拄着拐杖。高
伟强手中的火炬被点燃，他紧紧搂着
李豪，正如以往搂着很多残障朋友一
般热情。高伟强是浙江省选送的火
炬手，除了浙江省“残疾人事业爱心
大使”的身份，他还是宁夏“残疾人事
业爱心大使”和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高伟强生在北京，长在宁夏，曾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记者。“我
的小学和中学是在银川读的，后来又
在宁夏电视台当了 10年记者。离开
宁夏 30 年了，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家
乡。现在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说

我是从宁夏走出来的，家乡的一切都
让我难忘。”高伟强和亚运会非常有
缘。1990 年，他在银川参加了北京
亚运会东北路主火炬在宁夏传递的
活动的报道，并跟随火炬到北京，参
加了东北路主火炬进京交接仪式报
道。2010 年，他还全程参与了广州
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报道及广州
亚残运会报道。“当通知自己入选亚
残运会火炬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中国残联是我负责报道的领域
之一，多年的采访，我和许多残疾朋
友成了好朋友，这次能参加亚残运会
火炬传递是我一生的荣誉。”高伟强
说，“作为记者，我一直参与报道残疾
人事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
许多以拼搏奋斗诠释坚强与勇气的
残疾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

心有大善，胸怀大爱，因为对残

疾人的无私帮助，高伟强曾获得
2019 年度全国助残新闻人物、中国
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40 年贡献
奖，是浙江、吉林、宁夏、湖北及上海市、
无锡市的“残疾人事业爱心大使”，同
时还是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
员。高伟强默默奉献在关爱残疾人
事业中，从宁夏南部山区、到城市普
通残疾人家庭、听障儿童的随班就
读、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肢体残
疾人的出行、农村残疾人的脱贫致
富、残疾疾病预防等不同领域，都留
下了高伟强在宁夏关爱残疾朋友、关
注困难群体的足迹。

“今年的 10月 10日，我当选为新
一届宁夏残疾人基金会理事，觉得自
己的责任更重了。作为基金会理事，
我要参与到帮扶更多残疾人的工作
中，努力为宁夏残疾人事业做实事、
做好事。”高伟强说。

“家乡宁夏培养了我！”杭州亚残
运会盲人门球比赛将于 10月 23日至
27日在浙江塘栖盲人门球基地门球
馆举行，即将出征的中国盲人门球女
队队长、主力队员王春艳说。王春艳
是一位来自宁夏盐池县的“00后”小
将，前不久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
2023年世界盲人运动会女子盲人门
球决赛中，她和队友以 3比 0的绝对
优势一举夺冠，并获得了 2024 年巴
黎残奥会的入场券。

“如果不是宁夏残联主动联系，
推荐我去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我
就没有机会接触并练习门球，更不会
得到王珂老师的指导到国家队训练，
站在世界盲人运动会的舞台上为国
争光！”王春艳出生时就失明了，被判
定为视力残疾一级。2014 年，13 岁
的王春艳在宁夏残联的联系下转学
到宁夏特殊教育学校，2015 年在宁

夏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王珂的启蒙下
开始接触盲人门球。

“春艳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盲人
门球运动员，也非常刻苦。”王珂告诉
记者。

盲人门球与一般运动不同，难
度很大。由于参赛选手视障情况
不同，为公平起见，所有选手都必
须佩戴眼罩。戴上眼罩后的运动
员需要根据触觉来确定自己在场
上的位置、面对的方向，再通过听
球里的响铃声来判断球的方向、速
度、进攻的“球型”，从而判断如何防
守进攻。这需要运动员通过大量的
训练来适应。

16岁时，在恩师王珂的推荐下，
王春艳来到杭州塘栖盲人门球基地
接受系统训练。

接触盲人门球后，王春艳发现自
己的未来还有其他的可能：“盲人门

球带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盲人门球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了。”这是王春艳开始盲人门球运动
员生涯后的感触。

2017年全国锦标赛第一名，迪拜
亚青赛第一名，2019 年全国第十届
残运会第一名，2021 年全国十一届
残运会第一名，2023 年英国伯明翰
世界盲人运动会第一名。耀眼的成
绩，来自面对黑暗的永不服输、身处
黑暗的不懈坚持。

“每天都在练，三点一线的训练
已经是常态了，有时甚至累得吃不下
饭……但是转念一想，既然练了就要
给自己争口气！”由于疫情，加上参加
今年的世界盲人运动会和备战亚残
运会，她已经 3年没有回宁夏了。“希
望自己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为国
争光，为家乡争光！”对于本次亚残运
会的目标，王春艳说。

亚残运会火炬手黄莺：

盲人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亚残运会火炬手高伟强：

努力为宁夏残疾人事业做实事做好事

中国盲人门球女子国家队队长王春艳：

家乡给我“光明”，我为家乡增光

点赞！

黄

莺

张筱笛（左一）参加第 4 届亚残运会
国际象棋围棋国家队集训。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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