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地上打的排球

和普通的排球一样，坐式排球也
是隔网相对的运动，基本规则也没有
太大区别，但队员们移动的方式完全
不同，必须保持坐姿。

这无疑比用双腿跑跳要困难许
多，需要极强的上肢和腰腹力量，即便
坐式排球的球场相比普通排球场要
小，但依然要花上许多的时间刻苦训
练，才能在场上挥洒自如。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坐式女排

教练徐慧敏就说：“健全人的比赛或者
训练可以利用很多身体的优势来发
挥，但非健全人只能利用有限的条
件。”
“训练是很难的，特别是移动。还

有扣球时的发力，发球时的发力，种种
技术是跟健全人排球有很大的区别
的。”
事实上，对于此前自己就是排球

运动员的徐慧敏来说，接触坐式排球
之后她也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我刚接触坐式排球的时候确实很难，
我也会自己坐下来，跟她们一起去体
会打球的节奏，训练的要求。”
通过和运动员之间长期的交流探

讨，再加上训练团队的逐步建设和完
善，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逐渐被搭建
起来。不过归根到底，想要达到高水
平，需要的还是刻苦训练。
队员胡慧子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介绍，一开始参与这个项目时，需要对
着墙壁练习基本功，这个过程还是相
当枯燥的，直到有一定的能力之后，才
能到场上进行训练。
同时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技术能

力也需要在团队配合中发挥：“个人项
目只需要把个人练好，但团体项目的
话默契很重要，需要有相互之间的呼
应。”

手上、臀部，磨得都是水泡

在残奥会上，中国坐式女排绝对
是一支荣誉之师，此前还实现过2004

年、2008年、2012年连续三届残奥会夺
得金牌的壮举，2016年里约奥运会也
取得了银牌。
能够一次次在世界最顶级的舞台

上取得佳绩，离不开的是整支球队的
付出。
其实在身高条件上，中国坐式女

排队面对很多欧美对手并不占优势，
这就需要在技术环节付出更多。
日复一日地训练，对每一位队员

的身体都是巨大的负荷，就像王亚男
所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对着墙
壁传球、垫球，要学会在地板上移动，
因为一直在地上磨来磨去的。当时手
上、臀部，磨得都是水泡。”但这些困
难，她们都坚持了过来。
当下，这支中国坐式女排队队中

基本都是老将，平时训练中需要长期
注意伤病的影响，但所有人都没有保
留。
“我们老队员还是非常努力、非常

刻苦的，不管是训练课还是体能课都

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教练徐慧敏告
诉记者。
同时在东京残奥会周期，疫情所

带来的长时间封闭集训，对于球员的
心理调节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队伍中有不少妈妈，又是

妈妈又是妻子，她们身上的担子很
重，长期的封闭集训她们也是非常困
难。所以平时要多沟通，家里有困难
的，我们领导和教练帮助解决一下后
顾之忧。”
“有时我会适当给她们调整一下，

我很庆幸我们的队员有这样的拼搏精
神，确实很不容易，也让我很敬佩。”

我来到了一个”小世界”

为了拿到佳绩，许多运动员都把
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训练场上，长期无
法见到自己的家人，甚至有队员因此
错过了和自己亲人的诀别。谈到队员
们的付出，徐慧敏也非常感动。
而通过这些付出，运动员们收获

的不仅有赛场上的荣誉，更有一份价
值。
队员王亚男是在自己17岁那年因

为车祸而截肢，从此前喜欢跳舞的女
生成为残疾人，她的人生跌入了灰暗
之中，她甚至想过轻生。
但多年的排球生涯之后，她人生

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尤其是2012年伦
敦残奥会的金牌让她记忆犹新，“我这
个人很要强，之前小时候我就对自己
说过，我要登上最大的演出舞台，但是
没想到，最后是以这样子的方式登上
了最高的领奖台。”
“出车祸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以为

我的心已经死掉了。但来到这之后。我
来到了一个‘小世界’，里面的人跟我
都一样，都是腿有残缺，或者有其他残
缺，甚至还有身体问题比我更严重的
朋友们。”
“我不会再想着说别人看不起我，

我不行，我甚至还会想着去照顾和帮
助身边的朋友，我在这里体会到了我
的价值。我觉得我这辈子已经很幸福
了，也很骄傲。”王亚男说。
胡慧子也对记者表示：“之前很内

向。因为毕竟是残疾人，觉得跟普通人
不一样，也不怎么敢说话。这边大家都
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比以前
能开朗很多。在场上你就要活泼开朗
一点，要‘疯’一点，这样球才能打得
好。

完善保障让球员没后顾之忧

能够一次次在残奥会打出好成
绩，为中国代表团增添荣誉，中国坐式
女排队的成功不光来自于球队中每一
个人的努力，完善的保障体系也至关
重要。
和中国众多其他的残疾人体育项

目一样，坐式排球也拥有国际领先的
训练条件和资源支持。
残奥会前，在因为疫情而导致许

多国际比赛取消的情况下，球队通过
和男子坐式排球队的合练，来模拟高
强度的比赛，以此来磨练竞技状态。

据了解，坐式排球队员不光有训练津
贴，同时也有挂靠工作的企业单位，有
一份固定收入，同时还有安排各种文
化学习与文凭考取，在体育之外，从学
业到就业都有一定的保障。
“你要提供平台，提供完善后勤的

保障，她们才能安心来训练，为我们国
家做贡献。”徐慧敏说。
“队伍中有好多奥运冠军，以前她

们在山区是比较贫苦的地方，因为取
得了成绩，才有了经济上生活上工作
上（的提升），所以我也说坐式排球给
她们带来了很多。”
在未来，中国的残疾人体育也将

继续向着更好的阶段发展。徐慧敏说，
在提供各种保障之外，也需要更多的
推广，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
“我们要推广项目，而不光是闷着

头去练去打。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而
中国坐式女排也是残奥会连续三届冠
军，成绩也很辉煌，提高相关宣传我觉
得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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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
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巴黎市长从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手中接过国际残奥
委会会旗，东京时间结束，夏季残奥会
正式进入巴黎时间。中国体育代表团
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状态，
勇敢超越，为国争光，连续第五次位列
残奥会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实现了
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
和人民赢得了新的荣誉。
当地时间5日下午，东京残奥会赛

事全部结束，539枚金牌各有归宿。中
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共207枚奖
牌，在金牌和奖牌双榜遥遥领先，实现
了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至今的残奥
会金牌和奖牌五连冠，并以96枚金牌
数超过了其在伦敦残奥会上的95枚金
牌，创造了其在历届残奥会上金牌总
数第二好成绩。
东京残奥会闭幕日，5个项目产生

了最后15枚金牌，中国队在田径和羽
毛球赛场再夺3金。
田径赛场，男女5个级别的马拉松

金牌各归其主。在男子马拉松T46级比
赛中，32岁的卫冕冠军李朝燕以两小时
25分50秒夺冠，并打破残奥会纪录，另
一名中国选手赵国存位居第五名。男子
马拉松T54级，29岁的章勇获得银牌。

本届残奥会田径项目共产生了
167枚金牌，中国队获得27金13银11铜
共51枚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位居
各参赛队之首。俄罗斯（12金）、美国
（10金）分别位居该项目金牌榜的第二
和第三位。

羽毛球赛场的最后7枚金牌，有2
枚属于中国队———在男子双打WH级
决赛中，中国组合屈子墨/麦建朋以2
比0轻取韩国选手获得冠军，这也是中
国队的首枚残奥会羽毛球双打金牌。
女子单打SL4级，程和芳2比1战胜印尼

选手夺冠。
此番在东京，羽毛球首次成为残

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共设14枚金牌，获
得5金3银2铜共10枚奖牌的中国队成
为此项赛事的最大赢家。
坐式女排的金牌争夺战在中美之

间展开，这也是上届残奥会决赛的重
现。最终中国队以1比3告负蝉联亚军，
美国队实现卫冕。
1984年的第七届残奥会，中国代

表团首次组队参赛，此次东京之旅，是
中国代表团第十次参加残奥会。在
2004年的雅典，中国代表团以63金46
银32铜共141枚奖牌数，首次实现残奥
会金牌和奖牌双第一，并自此确立了
中国在残奥会上的霸主地位。

2016年里约残奥会，中国代表团
获得107金81银51铜共239枚奖牌，创
造了其在历届残奥会上的最佳战
绩。

双榜第一，中国军团东京残奥会圆满收官

用自强不息精神奏响生命赞歌

她们也有“女排精神”！
中国坐式女排残奥会摘银

在5日上午进行的东京残奥会坐式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遗憾地1比3不敌美国队，
拿下银牌。但对于姑娘们来说，为了东京之旅，她们已经付出了太多。

和需要奔跑跳跃的排球相比，坐式排球的比赛节奏和技术要求都大为不同，但是相
同的是队员们在场上的拼搏和在场下的刻苦。

为了在残奥会赛场上争夺荣誉，队员们把无数的时间和汗水都投入到了球场，而这
为她们带来的不仅有奖牌，更有幸福与骄傲。

王亚男（左）代表中国残奥坐式排

球队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