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体育频道点赞宝鸡志愿者：

贴心服务  用心感悟
本报讯 10月27日晚，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以

《特奥会志愿者：贴心服务 

用心感悟》为题，对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58名大学生

志愿者热情、专业服务特

奥会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时长2分26秒，充分展示

了宝鸡志愿者的风采。

央视体育频道报

道，10 月 27 日，特奥会

举重比赛圆满结束，全体

裁判员在举重台上一字

排开，向为比赛提供竞赛

服务的 58 名宝鸡职业技

术学院志愿者表示感谢；

并且，比赛竞委会裁判组

还为志愿者们送上了一

面锦旗。举重项目裁判长

郭庆洪评价说：“在全国

特奥会举重项目比赛当

中，来自宝鸡职业技术学

院的 58 名大学生志愿

者，在比赛场地、候场热

身、酒店住宿等各个环节

的志愿服务都非常专业、

细致、周到，他们的热情

服务是比赛成功进行的

一个重要的保证。” 

记者了解到，10月

23日至 2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

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部分竞赛项目在

我市举办，来自宝鸡职业

技术学院、宝鸡文理学院、

宝鸡中北学院等5所高校

的近千名学生参与到志愿

服务中。志愿者每天早上

6点准时起床，晚上 7点

结束工作，他们克服寒冷

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以

精神饱满的状态为运动员

们提供了抵离接待、赛事

引导、住宿用餐等全方位

的贴心服务，得到了不少

运动员和裁判的称赞。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宝鸡5名追风少年亮相轮滑赛场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近日，第八届特奥会

轮滑项目赛场上，加油声

和喝彩声不绝于耳，选手

们在圆形的赛场上像风一

样疾驰。这其中就有5名

宝鸡的选手，他们都是首

次参加特奥会。这次特奥

会，也成为他们广结朋友、

展示风采的绝佳舞台。

记者在运动员准备

区看到，这 5 名选手年

龄在11岁到 15岁之间，

脸上一副跃跃欲试的神

情，有时遇见其他运动

员时，他们都会绽放出

灿烂的笑容，显得十分

快乐。当他们走上赛场

时，眼神就一下子认真

起来，随着出发指令响

起，就像离弦的箭一下

子冲出去。在赛场上，他

们像风一样潇洒自由。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

校副校长、本届特奥会轮

滑项目陕西二团领队蒋

志瑛说，这 5 名孩子，都

是首次参加特奥会，为了

本届特奥会，他们已经备

战两年多时间。5 名孩

子参加了100米、300米、

500 米等项目的比赛。

蒋志瑛说，本次比赛

成绩如何并不重要，对孩

子来说，只要能够通过比

赛感受运动的魅力，展示

出快乐和自信，就是最大

的收获。同时，她也希望

通过家门口的这次大赛，

向全国展示宝鸡的热情

和特奥选手的风采。

男子篮球队里的女队员
本报记者 巨侃

防守很积极，很会

照 顾 人。10 月 27 日，

第八届特奥会男子篮球

赛场出现了一名身背 11

号号码布的女队员的身

影。在赛场上，她奋力拼

抢，积极防守 ；在赛场

外，每当队友进球，她绝

对是欢呼声最热烈的一

位。当有队友在比赛中

受伤倒地时，她第一个

冲过来察看，并搀扶队

友走到场边接受医护人

员检查，还给披衣服递

水等，真的很会照顾人。

女的咋进了男队打

球？记者询问该女队

员所在的山东队的教

练员刘宪庆，刘教练介

绍说，山东队只有一名

特奥女子篮球运动员，

无法组建女队。按特奥

会竞赛办法规定，只要

年龄符合要求，女运动

员可以报名参加男子

集体项目、团体项目的

比赛。此办法“灵活”地

解决了山东队遇到的

这个男女队员数量“不

对等”问题，让更多的

智力残疾人参加比赛、

进行交流。

山东队这名女运动

员叫曹娜娜，今年 32 岁，

她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角

色，“曹娜娜是球队队长，

年龄上要大一些，在队里

她就像个热心大姐一样

照顾着大家。她的智力残

疾比较轻，组织能力和表

达能力都比较强，队伍里

出现一些小问题，她都能

很好地协调解决。”刘宪

庆对记者说。

据了解，曹娜娜不仅

是全国 24 支特奥男子篮

球队中唯一一名女队员，

还是一名省级劳模。她有

自己的小家庭，有属于自

己的工作。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全国第十一届

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作为

特奥会主会场，宝鸡承担了九个项目的比

赛和“两活动一计划”。上千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特奥选手和家长齐聚宝鸡。几天时间

里，有太多的温暖瞬间值得铭记，有太多

的感人故事在这里上演…… 

不以成绩论胜负

特奥比赛是一种特殊的比赛。在这

里，你不会看到血脉偾张的激情时刻，

不会看到为 0.01 秒的竞争，但你会看

到超越自我后孩子们自信自豪的神情，

会看到运动带给孩子们的快乐，会看到

结识新朋友后孩子的笑容。这里，成绩

不能决定胜负，只要你付出努力，就是

胜利者。

10 月 26 日，男子 22-29 岁组 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贵州选手聂森涛在泳

池里突然停滞不前。担心选手溺水，救

生员方圆立刻跃入水中。当他下水后，

发现选手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导致这

种情况发生。方圆没有离开，而是不断

鼓励他，并陪伴他一起完成比赛。到达

终点后，迎接选手的，是全场的掌声和

喝彩声。这一刻，期望一个受挫的心灵

走向成熟，所体现出的意义比比赛结果

更重要。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本届特奥会，“两活动一计划”与赛

事同步展开。所谓“两活动一计划”，指的

是特奥家长交流活动、特奥青少年融合

交流活动以及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活

动期间，特奥家庭代表、特奥运动员和融

合伙伴通过交流经验、分享特奥故事，鼓

励更多智力残疾人和他们的伙伴参与特

奥运动，实现残健融合发展。

赛事举办期间，“体育”绝对是交流

融合活动的关键词。家长们都在说，是

体育改变了孩子，这其中，宝鸡特奥选

手杨乐的故事引起大家共鸣。杨乐被确

诊为唐氏综合征后，他的妈妈也曾伤心

痛苦过，但她想得更多的却是怎样让孩

子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更健康更快乐，

怎样让孩子走出家门融入社会。那时她

和杨乐开始接触特奥运动会，小杨乐刚

一进入特奥大家庭便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也随之展现出了乒乓球运动天赋，

于是，妈妈和众多亲友陪着他一起打

球、一起参加特奥会。从宝鸡市到陕西

省，再到全国，最后到国际赛场，杨乐一

路走来，如今不只是个收获了 30 余枚

奖牌的“老运动员”，还当选 2018-2020

年度国际特奥会东亚区区域信使……

特奥运动对杨乐的改变着实让人欣慰，

在本届特奥会上，像杨乐一样的特奥选

手还有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无不对特

奥运动充满了感激之情。

本次开展的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

完全为特奥选手“量身打造”，检测项

目的设置能满足智力残疾人的健康需

求，方式手段适合智力残疾人行为模

式，健康建议贴近智力残疾人的日常

生活。在活动现场，主办方将每个检

测项目都精心设计成游戏吸引孩子参

与，所有工作人员都面带微笑耐心地

陪孩子说话、玩耍。这些贴心的安排、

设计不仅受到孩子们的欢迎，也让家

长们频频“点赞”。“以前，我儿子最怕

去医院，因为知道去了就有可能体检，

打针吃药，而今天的体检，却让他感到

开心。我希望这样的体检以后可以更

多一些。”来自河南郑州的特奥运动员

家长娄利娟说。

爱在传递  爱在流动

每届特奥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爱。本届特奥会上，所有参赛运动

员、教练员、嘉宾都感受到了宝鸡人的爱

与真诚。

特奥会上，身着红白运动服的志

愿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来自宝鸡

职业技术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宝鸡中

北学院等 5 所高校的近千名学生志愿

者上会服务。他们每天和运动员手牵

手、肩并肩出入赛场，一起关注赛事进

程，参加训练和比赛。“哥哥，姐姐，你

们会想我吗？”“一定会啊，有机会欢

迎你们再来宝鸡玩。”这是来自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侯泽宇、崔美琪

和他们负责的特奥会滚球、轮滑运动

员们在赛场上经常出现的对话。侯泽

宇、崔美琪主要负责的是滚球项目志

愿服务，很多参赛队的运动员，他俩都

能一一叫出名字，并说出这些运动员

需要的个性帮助。“看到运动员们在获

得胜利后脸上展现出的笑容，我十分

开心。”参加过多次志愿服务活动的侯

泽宇和崔美琪说，在这些活动中，他们

获得过很多荣誉，认识了很多朋友，但

是他们认为感到开心是他们最大的收

获。和侯泽宇、崔美琪一样，所有志愿

者每天早上 6 点起床、晚上 7 点结束

工作，每天忙碌 13 个小时, 只为给运

动员提供全方位细心服务。

除了志愿者，短短几天的相处，运

动员与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之间

也产生了深厚的友情。陕西选手孙梦

瑶把自己作的画送给裁判员，吉林选

手武泽权邀请同组的所有运动员到吉

林做客……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在特奥

赛场上天天都有、处处都有，因为特奥

会本身就是一个因为爱才组建起来的

“大家庭”。

特奥会是短暂的，但留给人们的感

动却是长久的，这份感动里既有运动员

的收获，也有工作人员的付出，更有志愿

者的奉献……爱，在特奥这个“大家庭”

里涌动，愿更多人走进这个家，献出爱

心，感受真爱。

爱
在特奥会田径男子 4×400 米接力比赛中，湖南队队员进行交接棒。

宝鸡志愿者和特奥选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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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娜娜（右）在比赛中

在这里流动
——写在全国第八届特奥会闭幕之后

本报记者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