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50米蝶泳对郑涛来说，是
一个有点“魔咒”的项目。在伦敦和
里约，他都屈居亚军。在东京，他终
于证明了自己，以破世界纪录的方
式问鼎。

8月27日下午，东京水上运动
中心，男子50米蝶泳S5级决赛———
这是东京为郑涛这位中国残奥泳军
“三朝元老”准备的舞台。

入场，郑涛身上就有一股志在
必得的霸气。起跳，入水，郑涛领先
半个身位，自始至终都将世界纪录
线甩在身后。用头触壁，30秒62！新
世界纪录！郑涛从泳池探出头确认
成绩后，长舒一口气。随后，无臂冠
军抬起左脚庆祝，笑了起来。
“（伦敦和里约）都是差零点几

秒输了！”在混采区，还没等记者说
完问题，郑涛就抢着回答，“终于拿
下了，就想拿这块金牌，因为前两届
都没有拿到嘛。”
1990年郑涛出生于云南的一个

贫困家庭。小时候，一场触电事故夺
走了他的双臂。2004年，云南省残
联来村里选游泳苗子，郑涛的父母
不肯，但郑涛说想去试试，因为他
“不想做废人”。当时看到小郑涛，教
练张鸿鹄一眼就瞧上了。
“这孩子身体条件适合游泳，但

更重要的是能吃苦。”回忆起那次选
材，身为郑涛伯乐的张鸿鹄向记者
说。他说这段话时就站在郑涛身边，
替爱徒拿着颁奖时所得的花束。
张鸿鹄没看走眼，郑涛比任何

人都努力。加入游泳队后，别人在水
里呆五个小时，他就在水里呆八九
个小时。靠着天赋和努力，郑涛入选
国家队，并在伦敦和里约都拿了金

牌，国内外各级比赛也获奖无数。就
像他最喜欢的歌曲《改变自己》中唱
的那样，郑涛扭转了命运强加给自
己的人生轨迹。
郑涛不仅改变了自己，还要变

得更强大。里约残奥会后，郑涛背部
受伤，腰肌劳损。经过康复治疗，他
回到泳池。身为老将，他还是像小时
候那样拼命训练，每天训练量超过
其他队友。“东京赛前集训，每天都
游一万多米。”他说。
在东京残奥会针对媒体的服务

官网上，介绍郑涛个人信息的页面
上写着他的座右铭：“更快、更高、更
强。”在东京，郑涛证明了自己。

郑涛有一个两岁七个月的女
儿。“我想对女儿说，好好看看我，没
手也能游这么快呢。”郑涛笑着说，
“作为父亲要给女儿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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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奥会的赛场上，许多运动
员都像郑涛一样，把对亲人的牵挂
与思念化为拼搏的动力，勇攀高峰，
绽放光芒。

8月28日结束的乒乓球女子1-2
级单打决赛上，中国选手刘静以3比
1战胜对手，实现了自己在这一项目
上的残奥四连冠。赛后，33岁的刘静
掩面而泣，她说，“我2017年生完孩
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系统训
练，这次比赛前整个人的状态感觉
不在最佳，但我今天拼尽了全力。”
刘静的儿子今年4岁，为了备战

残奥会，她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儿子
了。“有了孩子之后多了一份责任和
牵挂，说实话对我还是会有影响。”
她坦言，“今天决赛我都没敢告诉儿
子，害怕让自己分心。”
决赛场上，刘静发挥得十分出

色，几乎全场压制对手。“我也没想
到今天状态这么好，打得特别兴奋。
或许是儿子给了我力量。”赛后她兴
奋地告诉记者，“回去我要马上把比
赛录像发给儿子看。”

同样牵挂着家人的还有射击运
动员杨超，他在8月31日进行的男子
10米气手枪SH1级决赛中以237.9环
的总成绩刷新残奥会纪录并夺冠。
赛后当被问及远在国内的妻儿时，
这位42岁的老将沉默片刻，眼角忍
不住泛起泪花。由于疫情等原因，备
战残奥会的杨超这两年与家人聚少
离多。“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
个五岁，虽然不能时常陪在身边，但
我希望成为令他们骄傲的爸爸。”他
说，“今天这枚金牌就是我给他们最
好的礼物。”
谈到对未来的打算，杨超坦言，

自己想过在这届残奥会结束后就回
归家庭，多陪陪孩子。“但一想到要
放弃自己热爱的射击，我心里又舍
不得。”他说，“我会寻找一个折中的
方式，尽量兼顾两者。”
8月31日，第一批结束了东京残

奥会比赛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踏上了
归国的旅程，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
流露着回家的喜悦，因为在行程终
点，有最牵挂的亲人在等待。

突破 金！
37年，10届，中国夏残奥会历史金牌数———

9月1日，游泳赛场见证了中国残奥代表团的历史性时刻，在男子50米自由泳S5级决

赛中，中国选手郑涛、袁伟译和王李超全程领先，最终包揽金银铜牌，并且郑涛以30秒31

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 这是中国军团在本届赛事上收获的第66枚金牌， 也标志着自

1984年残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中第500枚金牌的诞生。

500
“无臂飞鱼”四冠加冕

东京残奥会开赛以来， 郑涛口咬毛巾出发的图片刷爆网络，而

他的传奇在不断上演。8月26日，他与队友夺得男女混合4×50米自由

泳接力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27日，在男子50米蝶泳S5级决赛中，又

夺得冠军并破纪录；29日，在男子50米仰泳S5级的赛场中，以31秒42

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勇夺金牌。9月1日，在东京残奥会男子

50米自由泳S5级决赛中，郑涛获得冠军并打破残奥会纪录。至此，郑

涛在本届残奥会获得四块金牌，并四次打破纪录。

“要给女儿树立榜样”

牵挂，为健儿插上翅膀

生命不息 努力不止

用创造历史的一块金牌为中国军
团突破残奥会金牌“500”大关，对郑涛
来讲，有偶然，也是必然。

1990年12月，郑涛出生在云南省
一个农村家庭，童年的一场触电事故，
让他不幸永远失去了双臂。14岁那年，
郑涛被云南省残联选中，开始接受游
泳训练，也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东京
残奥会之前，郑涛两次代表中国队参
加了残奥会，并且在伦敦和里约热内
卢各拿到一枚金牌。本届残奥会上，郑
涛先后取得了男女混合4×50米自由
泳接力、男子50米蝶泳、男子50米仰
泳三枚金牌和男子50米自由泳金牌，
成为名副其实的“四金王”。
更快、更高、更强———这是郑涛的

座右铭，同时也是所有参加残奥会的
中国健儿的共同追求，用郑涛的教练
张鸿鹄的话说，就是“他就代表一种体
育精神，不管健全也好，残疾也好，一
直都在努力”。
生命不息，努力不止，郑涛是这样

想的，更是这样做的。2016年里约残奥
会之后，郑涛背部受伤并伴发腰肌劳
损，对于一名已经拿到过两枚金牌的
27岁“老将”来讲，他完全可以选择退
役，但是经过康复治疗后，郑涛顽强地
重返泳池，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可以

做得更好。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郑涛
每天的训练量都是全队最大的，平均
每天都要游10000多米。能够成为中国
残奥军团第500次夺金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建立在此前郑涛已经获得的
3枚金牌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来讲，
郑涛同样也是自己的“助攻者”。

残奥舞台 改变人生

许庆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一方泳
池，如果没有残奥会这个舞台，自己的
人生，又将是怎样的一副模样。

1998年，6岁的许庆遭遇车祸失去
了双臂，对他来讲，“未来”也变成了一
个无法把握的模糊概念。幸运的是，随
着国家对残奥事业的逐步重视，包括
许庆在内，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士有机
会投身体育运动当中，并且登上了改
变自己人生的残奥舞台。2004年，年
仅12岁的许庆一跃跳入了雅典残奥会
的泳池，随后的12年时间里，他先后参
加了2008年北京、2012年伦敦和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在四届残奥会中总
共收获了10枚金牌。
8月25日，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

子佩剑个人决赛中，李豪为中国拿下
本届残奥会首枚金牌。今年27岁的李
豪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小镇，小时候因
车祸导致右腿截肢。跟许庆一样，喜欢

上了击剑的李豪在13岁时开始接受专
业训练，并且在2015年从四川来到上
海，加入了上海轮椅击剑队。多年的耕
耘之后，李豪用沉甸甸的残奥会金牌
圆了自己的梦，也用自己人生经历告
诉所有跟他一样的人，只要努力，轮椅
不会是禁锢，奥运会一样可以成为自
己的舞台。

新的时代 新的起点

1984年6月，包括24名运动员在内
的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残奥会赛场，
参加了在美国纽约索纳县举行的第七
届残奥会，参加了田径、游泳和乒乓球
三个大项的角逐，共获得2枚金牌、13
枚银牌和9枚铜牌。其中，北京盲人运
动员平亚丽获得田径女子B2级跳远金
牌，实现了中国参加残奥会历史上金
牌“零的突破”。
此后的37年间，中国残奥代表团

参加了包括本届东京残奥会在内的全
部残奥会。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开
始，中国残奥代表团连续四届残奥会
上排名金牌榜首位，2016年里约残奥
会上，中国代表团更是拿下了107枚金
牌，首次实现单届残奥会金牌总数破
百的壮举，创下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等
多项残奥会新纪录。
2001年，中国获得了承办2008年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权，在此之
后，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了残奥会体
育项目的投入，同时也加强了残疾人
运动的社会宣传，让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走进体育场，获得了跟正常人一样
的专业训练的机会，不断促进中国残
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完成了残奥会
金牌榜“四连冠”伟业的同时，在今年
的东京残奥会上，向着“五连冠”的目
标，大步前行！

东京残奥会将于9月5日闭幕，在
本届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继续捍卫
金牌和奖牌双榜的霸主地位并无悬
念，其能否超过里约残奥会、创造新的
残奥会最佳战绩，成为后续赛事的最
大看点之一。

从平亚丽1984年

的 “1”，到郑涛2021年

的 “500”，中国体育用

了37年的时间。

37年的时间，伴随

着五星红旗一次次地

升起，见证了中国健儿

在残奥赛场上的奋勇

拼搏，也见证了中国残

奥体育事业从未停止

的发展脚步。

本报记者 李冰

500金，见证中国残奥体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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