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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张海迪：
全 国 政 协

常 委 ， 中 国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主
席 ，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组 委 会
党 组 副 书 记 、
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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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性运转的社
会 ， 必 定 是 包 容 的 社
会。它让不同的人群都
能够参与和融入，共享
发展成果；它友爱互助
的氛围，让每个身处其
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平等
与尊严。

“ 十 四 五 ”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
增进民生福祉进行了细
化，其中特别提到了提
升 残 疾 人 关 爱 服 务 水
平，切实保障残疾人群
体 的 发 展 权 利 和 机 会 。
本期，让我们跟着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主席张海迪的讲
述，去感受当下我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成就和
未来的方向。

张海迪喜欢坐在窗前，静静倾听柴可夫斯基的
《如歌的行板》；她还喜欢自己设计衣服，喜欢写文
章……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怎样都藏不住。

然而，对她来说，现在最稀缺的，也是属于个
人的时间。自从到中国残联工作以来，她早已将自
己定位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一切都为残疾兄弟
姐妹”。

残联的工作十分繁忙。两会闭幕后短短几天中，
张海迪到青岛出差，推进康复大学建设；到国家残疾
人冰上运动训练馆看望冰球队队员；周五晚餐时分仍
在开会；周末夜深人静时，她伏案起草国际会议的英
文发言稿……

她是一名24年的“老政协”，为改善残疾人的生
存环境接连呼吁了24年。社会对残疾人的善意每增
进一分，都使她欣喜，也使她感恩。

直到现在，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考察中见到一
些日子过得艰难的残疾人时，张海迪也会因他们在疾
病中浸泡的痛苦而落泪，会为他们精神中传递的坚毅
所鼓舞。

“这是我前天去看望冰球运动员，可感动了！”她
发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和残疾人冰球队队员们的合
影。照片中，身穿红、蓝、黄、白各色运动服的运动
员们席地而坐，热情的笑容与运动服胸前大大的

“CHINA”交相辉映，让白色的冰面闪耀起温度和光
辉。这种冲破肢体障碍束缚，精神上焕发的自由，令
人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以前，我对残疾人群体只有极其有限的了解。
今年注定不寻常。第一次近距离与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界的政协委员们接触，短短几天下来，无论是
张海迪委员的亲切真诚，还是张丽莉委员的快人快
语，高晓笛委员的精致优雅，刘卫昌委员的随和豁达
……都在我们驻地几位来自不同单位的记者心上留下
了印记，这也成为我们一有空就探讨的话题之一——
他们都遭遇过人生的不幸，缘何能如此积极明亮？他
们的才能和境界缘何达到许多健全人士也难以企及的
高度？通过与他们交谈，我们自己的心灵也仿佛更丰
富了些、无畏了些。

很久以前，张海迪写过一首歌词 《白色的
鸟》：“即使翅膀断了，心儿依然飞得更高。我要飞，
向着未来……”

是啊，世界如此广阔，如果不在精神上自我禁
锢，心就会飞得更高。这是许多健全人也不见得明白
的道理吧！

飞向未来
司晋丽

2035 年 ， 无 障
碍 环 境 超 出 我 们 的
想象

“过去，有的运动员只能
在自己家乡的小河沟里练习
游泳，而现在他们拥有了一
流的体育训练设施。”3 月 4
日，在两会期间的“委员通
道”上，张海迪介绍冬残奥
会筹备情况时，笑容亲切、
语调轻柔。

从“家乡的小河沟”到
“一流的体育训练设施”，这
个形象的比喻，折射出的正
是中国残疾人事业 30多年来
的巨大变化。

3月 6日晚，坐在记者面
前的张海迪，身着深红色毛
衣、灰色裤子，整个人柔和
朴素。她说，这些年自己常
常为残疾人事业的快速进步
而感叹，特别是目睹今天随
处可见的无障碍设施。

现在，我国已有 3400 多
辆列车设置了无障碍座位，
铁路系统有无障碍预约接送
服务；机场有无障碍电梯和
卫生间，还配备了轮椅、升
降车等无障碍设备；铁路和
民航允许盲人携导盲犬乘坐
列车和飞机；酒店宾馆无障
碍设施也很完备……而在多
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1998 年，张海迪第一次
作 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赴 京 参
会。“在首都机场，我是被好
几 个 小 伙 子 抬 着 上 下 扶 梯
的。”那次，张海迪住在北京
21 世纪饭店，由于房间里卫
生 间 的 门 很 窄 ， 轮 椅 进 不
去 ， 她 只 能 使 用 公 共 卫 生
间 ， 很 不 方 便 。 而 这 些 障
碍，也转化为点燃她参政议
政热情的第一支火把——她
的第一件提案就是 《关于在
机场、车站、码头实施无障
碍设施的提案》，几十位委员
在那件提案上签下了名字。
后来，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的 24年里，张海迪不断以提
案 呼 吁 无 障 碍 建 设 的 重 要
性，还在大会发言中对建设
和管理好无障碍设施提出建

议。
“ 现 在 ，

银 行 、 邮
局, 商 店 、

图书馆、住宅楼也有了轮椅坡
道，无障碍设施已经成为社会
共识。这些年，我感到很多不
便已经消失，政协委员建言献
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
无障碍环境不断的进步。”张海
迪说。

到各地调研时，张海迪总
要亲自体验感受无障碍设施是
不是规范，是否只是“摆设”，
有 没 有 被 侵 占 ， 管 理 得 好 不
好。在她眼里，无障碍建设是
8500万残疾人、4400万失能和
半失能老人实现美好生活、融
入社会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都有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完善无障
碍环境建设。“相信明年冬残奥
会所有场馆无障碍设施会让残
疾人运动员感到畅通无阻。”张
海迪充满信心地说，“到了 2035
年，整个社会的无障碍环境一定
更加美好，超出我们想象。”

“冬残奥会一定会唤
起大家的热情”

2015 年 7 月 31 日，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张海迪作为北
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代表团成
员 之 一 ， 在 台 上 进 行 英 文 陈
述：“我真诚期待2022年冬残奥
会来到北京，让她的圣火照亮
残疾人兄弟姐妹的心。”

“说实话，在作陈述的时
候，我的底气还不是很足。因
为那时候我们的冬季项目残疾
人运动员还不到 50人，是一支
很小的队伍。”张海迪说。而在
短短5年间这支队伍就发展到上
千人，参加的项目也由过去的
两个大项拓展到六个大项。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第一次在张家口云顶训练

基地调研时，张海迪在一个眺
望台上问，“运动员们都在哪里
训练？”工作人员指着远处说，

“您往那儿看。”
“我看到一个又一个穿着红

色、绿色、黄色运动衣的运动
员 从 雪 坡 上 飞 速 滑 下 来 ， 十
个、二十个……”瞬间，张海
迪就被几十名残疾人运动员团
团围住了。他们有的一条腿被
截肢，有的失去了双腿。他们
把自己固定在特制的雪橇上，
每天进行着艰苦的训练，其中
最小的运动员才十几岁，但他

们脸上都挂着自信的笑容。
“海迪阿姨，我们不怕苦也

不怕累，一定要为祖国争光！”
张海迪搂着可爱的运动员

流下眼泪。
“中国残联已经举办了五届

残疾人冰雪季，每一次都有很
多残疾人参加。在黑龙江，给
每个滑雪橇的残疾人都发了一
条红围巾，当他们飞快滑行的
时候，远远望去，白茫茫的雪
原上那一点一点的红色，就像
一簇簇火苗在燃烧。冬残奥会
一定会唤起大家的热情。”张海
迪微笑着说。

身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她
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残疾人
为什么要参加运动会？”身为作
家，她喜欢用故事和画面来展
现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她说，
一个人身体残疾了，并不意味
着失去创造的能力，身体越是
被禁锢，精神就会飞升得越高。

2014 年 3 月，在俄罗斯索
契冬残奥会上，张海迪乘坐索
道翻越一座高山，去看望在那
里比赛的中国滑雪运动员，她
和他们握手，有的只能拥抱，
因为有的运动员胳膊截肢了。

“你很难想象残疾人运动员是怎
样 克 服 困 难 的 ， 看 着 他 们 滑
行，我仿佛看到他们生出了翅
膀，超越了生命的极限。我们
了解残疾人，就是认识生命的
本身和人的潜力。”

“心灵的飞翔是残疾人的自
我解放。”在研讨2022北京冬残
奥 会 开 闭 幕 式 文 艺 演 出 方 案
时，张海迪提出一个创新性的
设想：创作冬残奥圆舞曲。“到
那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相聚北京，冬残奥会应该是一
个友爱欢乐的大 PARTY，人们
都会被感动和激励。”她希望冬
残奥圆舞曲能成为冬残奥会的
文化遗产，今后无论在哪里举
办冬残奥会，只要播放这首乐
曲就会激起无限热情。

为残疾人创造更多
机会

几年前，张海迪在新闻上
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失去双下
肢 的 男 孩 ， 膝 盖 上 套 着 一 双
鞋，一步一挪地去参加高考。
虽然他的表情坚定自信，但由
于是用膝盖走路，比身边的人

矮一大截。这张照片刺痛了张
海迪的心，她当即要求中国残
联康复部的同志们找到这个孩
子，为他设计安装假肢。

“安装的假肢不但要能走
路，还要符合这个男孩儿最合
适的身高，要为他未来的生活
着想。”不久，这位陕西青年考
上了大学，他佩戴假肢，走进
了大学的校门。

在 中 国 残 联 工 作 的 13 年
里，张海迪到很多地方调研，
青 海 、 新 疆 、 内 蒙 古 、 甘 肃
……她到过城市社区、贫困村
庄，去过很多残疾人家庭，她
将残疾人和家庭的困难和期盼
装在心里，希望努力为残疾人
融入社会创造更多的可能。

前些年，残疾青年考大学
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因为体
检不合格不被学校录取等。中
国残联一直在推动消除这些障
碍，帮助残疾孩子实现梦想。

“2015年高考有了盲文和大字版
试卷，无臂考生用脚写字，可
以使用特殊桌椅；脑瘫考生写
字慢，可以延长考试时间或安
排单独考场。近些年残疾人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快速增加，
仅 2020 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接
近 3万人，大多是肢体残疾者。
因此，残疾人的文化水平也在
不断提高。”说到这些，张海迪
很欣慰，“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
残 疾 孩 子 都 能 像 健 康 孩 子 一
样，没有障碍地去读书学习，
实现梦想。”

但她同时也提出，上大学
不是终点。现在残疾人就业还
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希
望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能够落实带头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

现在，冬奥会场馆已经基
本建好。晚上，被称为“冰丝
带”的国家速滑馆璀璨夺目的
灯光美若仙境，令游客流连忘
返。“等疫情过去后，我们会邀
请更多的朋友来看‘仙境’。”
张海迪说，她更希望更多的孩
子到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
训练馆，看看残奥运动员是怎
样刻苦训练的。“一个孩子从小
就应该培养奋勇拼搏、不怕困
难、敢于胜利的精神。”

冬 残 奥 会 吉 祥 物 “ 雪 容
融”的名字，表达了一个美好
愿景——残疾人能够平等参与
共享，融合社会，拥有更好的
生活。这也是张海迪的理想。

“我仿佛看到他们生出了翅膀”
本报记者 司晋丽

“■ 一个人身体残疾了，并不意味着失去创
造的能力。身体越是被禁锢，精神就会飞升得
越高。

■ 我们了解残疾人，就是认识生命的本身
和人的潜力。

■ 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残疾孩子都能像
健康孩子一样，没有障碍地去读书学习，实现
梦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