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5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在视障运动员李
端点燃主火炬的环节，他们所有人都
激动了，也紧张了。

4日晚的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
曾斩获四枚残奥会金牌的李端接过最
后一棒火炬，走上主火炬台。他的手抚
过一片片刻有参赛国家和地区名称的
“雪花”，经过几番摸索之后，在全场观
众的加油声中将冬残奥会火炬缓缓插
入主火炬台内。

沈晨说，开幕式最精彩的一幕就
是由盲人来完成点火，“其实我们在创
意初期就已经考虑到这个设想，我们
心里都很清楚，这个设计的风险比较
大，但是经过入场以后的训练，还是有
一定把握。”

他表示，点火过程真正表现了创
意所设想的，残疾人自我突破阻碍，最
后绽放生命的感觉。“在那一瞬间全场
为之屏住呼吸，大家一起欢呼鼓励他，
我觉得最后点亮的那一瞬间，就是我
们开幕式名称《生命的绽放》（的体
现）。当天晚上所有人真的激动和紧张
了，也为他骄傲，他真正完成了一个壮
举。”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演职人员
约三分之一是残疾人，沈晨称他们为
‘残疾人朋友’，“我为什么会称他们为
‘残疾人朋友’，而不是‘残疾人演员’？
这是因为在整个排演过程中，他们深
深地触动了我。他们都是来自各个行
业的人，把最美的状态体现在了现场。
开幕式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当然大家
最为关注的是我们在台前的表现，其
实在准备和排演过程中也有非常多的
感动。”
“2月22日的现场排练到了深夜，

由于时间比较紧，我们希望争分夺秒
把效果完成得更好。其中有一个国际
残奥委会会徽展示的过程，演员中有
老人和小孩。我们虽然提出让他们休
息一下，但是每当指令发出，需要再联
排一次时，灯光打亮的那一瞬间，他们
都会出现在舞台中央，那一瞬间，我的
眼眶是湿润的。”沈晨说。
总导演张艺谋表示，主火炬点燃的

时间大大超出排练预期，所有人都非常
紧张，一度担心火炬手李端出现方向感
偏差而失误。当主火炬在全场齐声“加
油”中成功点燃，所有人无不为之感动。
心中有光，便有希望！加油！

共赴冬残奥之约，是六年多筹办
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中国残疾人事
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从《“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为保障残疾
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发展作出系统安
排，到《“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从
公共场所普遍可见可触可使用的坡
道、盲文、无障碍卫生间，到北京冬残
奥会的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服务得到
广泛认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犹如一把标尺，标注着发展的温度，见
证着时代的进步。
北京冬残奥会是残疾人运动员追

逐梦想的体育盛会，也是全世界残疾
人交流共享的广阔舞台。本届冬残奥
会上，中外冰雪运动员将参加6个大
项、78个小项的角逐，在冬奥赛场书写
运动传奇，掀开冬残奥会历史上新的
一页。通过冬残奥会的举办，有助于更
多残疾人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之
下，通过运动康复更好融入社会、参与
社会、奉献社会，能够互相鼓励、彼此
温暖、共同成长。北京冬残奥会不仅是
残疾人运动员的盛会，更是全球残疾
人的盛会。赛场上，有自强不息、突破
极限的忘我拼搏；赛场外，更有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对精彩人生的期待。“通
过残奥运动，构建包容性世界”———这
是北京冬残奥会的美好愿景，更是全
世界的共同期盼。残疾人目前约占世
界总人口的15%，体育运动旨在消除
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共同迈向平等相
处、残健融合的美好明天。
更团结的世界，更光明的未来。北

京冬残奥会选择了九处地点采集“九
天之火”，每一处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展现璀璨中华文明和多元人类文明
的同时，“九天之火”汇聚而成的希望
之光，以中国式浪漫寄托了对世界、对
未来的美好祝愿。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式上，象征团结、友谊、共融的“同心
圆”概念贯穿始终，蕴含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和谐发展理念的北京冬残奥会
吉祥物“雪容融”引人注目，都体现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
肺炎疫情依然严峻、经济复苏充满挑
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刻，北京冬
残奥会再次彰显了人类对于“更团结”
的渴望和“一起向未来”的信念。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冰雪之约、
再谱新篇，以“勇气、决心、激励、平等”
为核心的残奥运动价值观将得到进一
步弘扬。我们相信，北京冬残奥会将成
为全人类演绎生命精彩、绽放人性光
辉的坚实舞台，奏响全世界共同守望
相助、携手一路前行的和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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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生命精彩 绽放人性光辉

3月4日晚，绚烂的烟
花点亮国家体育场 “鸟
巢” 上空，“双奥之城”北
京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
刻。 北京2022年冬残奥
会隆重开幕， 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残奥盛会将
为世界残奥运动和全球
残疾人事业发展开启新
的春天。

4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曾
斩获四枚残奥会金牌的视障运动员李
端接过最后一棒火炬，走上主火炬台。
他的手抚过一片片刻有参赛国家和地
区名称的“雪花”，经过几番摸索之后，
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声中，将冬残奥会
火炬缓缓插入主火炬台内。
“当烛火对进孔眼的那一瞬间，大

家会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触摸世界、认
知世界。而当火焰燃烧的那一瞬间，仿
佛他是在用内心燃烧着整个天地，点
亮了整个天地。”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
沈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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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缘巧合中，李端再次踏上竞技场，
以运动员身份为中国夺得多块残奥会
奖牌，用实力证明了在黑暗中也能奔
向辉煌。而在此次冬残奥会开幕式上，
李端又举起火炬，缓缓插入主火炬台
内，照亮更广阔的世界。
沈晨说，与冬奥会一样，冬残奥会

的主火炬台依旧是“大雪花”，也依旧
采取了“微火”理念。但是，与历届残奥
会点火仪式都不同的是，本次北京冬
残奥会开幕式大胆地选择了视障火炬
手点燃主火炬。“因为点火的瞬间必须
要确保安全，刚好冬奥的“雪花”微火
装置就为视力障碍者点火提供了一个
空间，对视力的限制小了，也降低了风
险。”沈晨说。
这样的点火形式让李端能够更加

“独立”地完成点火，不需要其他帮助。
李端认为，这体现了“残健共融”的意
义，通过在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将更多

仪式、表演完全交由残疾人完成，给予
残疾人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传达出
残疾人的自信以及融入社会的态度。

1978年出生的李端自幼参加篮球
训练，曾入选国家男篮少年队与王治
郅成为队友，并两次入选国家青年男
篮。18岁发生意外后，李端开始学习盲
文和盲人按摩。得益于良好的运动基
础，两年后李端入选辽宁残疾人运动
队，主攻跳远。让许多人震惊的是，李
端之后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2008年
北京残奥会上共夺得四枚金牌。

谈及执行这份光荣任务的体会
时，李端说，接过最后一棒火炬，不仅
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所有残疾人运
动员，所以要把最后一棒火炬的任务
完成，让更多人看见中国8500万残疾
人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的精神。

虽然双目失明无光感，但李端表
示自己对完成此次任务充满信心。一
方面，冬残奥会开幕式的导演组、技术
人员、后勤等都做了充足准备，确保安
全；另一方面，李端自己也进行了反复
练习。“就像我当时练跳远一样，我必
须要跑得直，而且步子要准。否则步子
大了容易犯规，步子小了跳不进沙坑。
这次我也用心感受了火炬的插口，然
后反复练习。”李端说。

将火炬插入主火炬台后，李端后
退几步，“注视”着主火炬台缓缓升到
“鸟巢”上空，在绚烂的礼花中熠熠生
辉。虽然看不见火炬，也看不见礼花，
“但我能感受到火炬的温暖，更能感受
到全社会关爱残疾人的暖意”。

摘自 新华社、央视新闻

点燃“微火”，照亮世界
———访视障主火炬手李端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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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时所有人都紧张了

李端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声中，将冬残奥会火炬缓缓插入主火炬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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