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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
中国残奥冰球队今天冲击世锦赛铜牌

中国残奥冰球队唯一的女队员于
静来自青岛，她也是北京冬残奥会冰
球项目中的唯一一名女运动员。去年
3月8日下午，于静在中国残奥冰球队
6：0 大胜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出场，和
队友一起以三连胜的战绩获得B组第
一，她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参加冬残
奥会冰球赛的女运动员。

“用胜利庆祝自己的节日”

在中国残奥冰球队中，来自青岛
的于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去年38
岁的她是队中唯一的女队员。北京冬
残奥会冰球比赛共有 7 支队伍参赛，
每队最多可有18名队员。由于其他6
支球队都没有女队员报名，于静成为
了本届冬残奥会唯一的女子冰球选
手。她也是继 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
残奥会的布里特·姆贾森德和2018年
平昌冬残奥会的莉娜·施罗德之后，世
界上第三个参加冬残奥会冰球比赛的
女运动员。

对于首次登上冬残奥会大舞台的
于静来说，渴望能够登场一展身手。
由于战术安排，于静在小组赛前两轮
没有出场，但她一直期待着。2022年
3月8日是中国残奥冰球队对阵意大
利队的比赛日，也是“三八”妇女节，而
于静在这个节日里不仅迎来了自己的
冬残奥会首秀，还和队友们一起以6：
0 大胜意大利队，以三连胜的战绩获
得B组第一，从而进入下一轮晋级赛。

于静至今对自己的北京冬残奥会
首秀记忆犹新，“安排我出场之前，我
还是和前两场比赛一样，在场边用敲
击球杆的方式给队友加油助威。本场
比赛我的青岛队友们发挥很好，开场
15秒汪之栋就先拔头筹，随后李宏观
和邱殿棚各下一城；第二节汪之栋和
邱殿棚都完成了梅开二度，我登场比
赛的时候已经是 6：0 领先了，所以压
力不是很大，和队友们在随后的比赛
中默契配合，发挥了自己的应有水平，

很开心用胜利庆祝自己的节日。”

轮椅篮球队长“跨界”打冰球

1983年9月，于静出生于青岛，因患
有小儿麻痹症，致使左下肢功能丧失。
虽然身体情况不佳，但于静的性格一直
乐观开朗，怀抱着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考
上了山东科技大学。

大学毕业后除了经营一家广告公
司，于静试着开始接触轮椅击剑。“之后
我还练习过坐式排球等其他项目，2014
年开始练习轮椅篮球。”于静告诉记者，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选上打轮
椅篮球，不过教练让我试滑轮椅之后，觉
得我的身体条件很好，很适合从事轮椅
篮球这项运动，就这样我和轮椅篮球结
缘，还担任了山东省轮椅篮球队的队长，
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 2019 年全国第十
届残运会比赛。”

正是因为从事过轮椅击剑、坐式排
球和轮椅篮球等多个残疾人运动项目，
2020年初，于静开始“跨界”接触残奥冰
球运动。残奥冰球运动中，运动员滑行、
急停、转向、击打冰球都要靠球杆完成，
需要频繁使用手腕的力量。时间久了，
于静的右手手腕鼓起一个大包，是关节
液渗出形成的腱鞘囊肿。“囊肿大的时候
会鼓得很高，手腕都动不了，只能把它按
破，然后休息几天等关节液被吸收后再
训练。”于静告诉记者。

在中国残奥冰球队的日常训
练中，于静和男运动员们一同上
场“争高低”。“我的爆发力
弱一些，其他还好，没有感觉
很吃力。教练也会根据我
们个人的身体素质，调
整训练计划。”作为队
里唯一的女队员，
于静说自己更像
一 个“ 调 味
剂”，在一群男
队员中调节
气氛。

不幸给了中国残奥冰球队球员们艰
苦的人生，而体育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
热情和阳光。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
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青岛球员汪之栋
告诉记者，“体育给我带来了特别美好的
东西，让我变得更积极、更阳光、更热爱
生活。希望残疾人朋友更多地参与进
来，像我一样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汪之栋出生于 2000 年 7 月 15 日，7
岁时因不慎触摸到高压电线，导致右小
腿截肢。他在2015年12月参加了第一
次全国残奥冰球训练营，“当初就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去参加训练营的，没想到
自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项男人的运
动，最后也幸运地被教练选中了，就这样
开启了自己的冰球运动生涯。”2016 年
年初，汪之栋入选了中国残奥冰球集训
队，不到16周岁的他当时是全队最小的
队员，被队友们亲切地称为“小王子”。

残奥冰球的特点之一就是运动员全
程在冰橇上进行比赛，比赛中允许合理
冲撞，运动员可以用肩、胸、臀冲撞对方
控球运动员，一场冰球比赛相当于一场

“肉搏战”。对此，汪之栋有着深切体会，
“尽管每天训练都戴头盔、护颈和护胸，
但由于速度快，我和队友们常常会摔得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甚至会摔骨裂、骨
折。北京冬残奥会备战期间我们都是一
天两练，训练强度非常大，在冰冷的赛场
上结束一堂训练课后，我们的衣服早已
湿透。”

对于自己担任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汪之栋至今还很
激动，“能够在家门口参加冬残奥会已经
很激动了，而担任开幕式旗手对我来说
更是莫大的荣誉，正是这个荣誉激励我
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实现了为国争
光的目标。”

在加拿大举行
的残奥冰球世锦赛
（A 组）将于北京时
间6月5日进行季军
争夺战，继北京冬残
奥会夺得铜牌之后，
由青岛市残联组队
并带训的中国残奥
冰球队全力冲击世
锦赛铜牌。这支青
岛打造的中国残疾
人冰球“梦之队”不
断突破自我，日前，
记者专访了球队领
队、队长、北京冬残
奥会旗手和唯一的
女队员，听他们讲述
球队成长并创造历
史的过程。

“赢了！铜牌是我们的！”2022
年3月12日晚，在国家体育馆的北
京冬残奥会冰球铜牌争夺战冰场
上，中国残奥冰球队队员申翼风一
骑绝尘，在比赛还剩11秒时打进一
球，将比分最终定格在 4：0。比赛
结束，全场沸腾，中国残奥冰球队队
员们将球杆掷向天空，紧紧拥抱在
一起，队员们喜极而泣的镜头随着
电视直播也感动了无数人。

3 月 14 日，国际冰球联盟（II-
HF）在官网上盛赞中国残奥冰球
队，“中国残奥冰球队首次参加冬残
奥会便在小组赛中战胜了捷克、意
大利和斯洛伐克队，3 场比赛中收
获18个进球，最后更是在铜牌争夺
赛中以4：0的绝对优势击败上届铜
牌卫冕队伍，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创
造了历史。”

日前，现任青岛市残疾人体育
中心副主任，也是2022年北京冬残
奥会中国代表团国家残奥冰球队领
队的唐楠，向记者分享了中国残奥
冰球队的幕后故事。

“一张白纸”书写励志故事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一切都是从
零开始的。2015 年北京冬奥会申
办成功，紧接着中国残联在哈尔滨
举办了一次冰球训练营，随后青岛
市残疾人体育中心接到了组建冰球
队的任务。

2017年，中国残联、山东省残联
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中国残
奥冰球队，任务就是拿到冬残奥会

“入场券”，完成北京2022年冬残奥
会中国全面参赛的目标。五年时
间，从“查无此人”到奥运铜牌得主，
是残奥冰球队员们的风雨无阻，更
是青岛这座城市的不遗余力——从
整合资源、顶格推进各项备战工作，

到为中国残奥冰球队在境内外集
训、服务保障和比赛等方面都全力
以赴。

“那时是我第一次见到残疾人冰
球的装备，当时这个项目叫冰橇冰
球，顾名思义，残疾人要将下肢固定
在冰橇上，冰橇下两条冰刀是他们加
速滑行的主要工具，相当于冰鞋。”唐
楠对当时参与组建中国残疾人冰球
队的情景记忆犹新。没经验、没技
术、没装备、没场地，连运动员都没
有，不过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没有
打退堂鼓，而是迎难而上，受命组建

“零起步”的残疾人冰球队。
2016年初，由青岛市残疾人体

育中心组建的山东冰球队成立，成
为中国第一批残疾人冰球队。“刚开
始的训练场地就在澳门路的百丽广
场滑冰场，队员们每天早上 6 点半
出发，训练到上午10点半。过了一
段时间，我又上门和国信体育中心
滑冰场沟通，得到了国信方面的大
力支持，为球队找到了更好的训练
场地，为2017年秋天中国残奥冰球
队在青岛正式组建打下了基础。”唐
楠介绍道。

这支新晋“国家队”不过 30
人。一切都是新的，但装备除外。
唐楠作为当时的见证者向记者讲述
了组队之初的艰难，“国家队的第一
批装备是别处淘汰的旧装备，球杆
是木质的不耐摔打，撞冰断裂后，只
能用胶带缠好了接着用。后来更换
了金属球杆，在对抗中也免不了变
形甚至断裂，我就和器材教练一起
开车带着杆子找焊接铺去修。因为
焊接师傅没见过冰球杆，逼得球队
器材教练只能手画球杆样貌，焊接
师傅对照着尽量还原，但也免不了
在弧度上有偏差。”

后来，国家为队员们配齐了所
有硬件，为他们建设了无障碍训练

场地，从技术到设备，都给予他们最
大支持。

站上北京冬残奥会领奖台

2017年，中国残奥冰球队聘请
了俄罗斯外教尼古拉作为主教练，
开始备战北京冬残奥会，队员们从

“野蛮生长”进入了“正规训练”。
唐楠介绍，之所以邀请尼古拉，

因为 2008 年俄罗斯成立残疾人冰
球队后他任教练，带队参加了2014
年索契冬奥会并获得了第二名，“这
位功勋教练来中国执教后刚开始很
不适应，因为我们的球员都是‘野路
子’出身，尼古拉费了很大力气给队
员们纠正过往训练的错误动作，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他的带队热情。当
时我们中方的教练组就多次找尼古
拉谈心，让他结合中国残奥冰球队
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
使球队的奥运备战很快走上正轨，
队员们的成长速度飞快。”

北京冬残奥会前，中国残奥冰
球队定下了“保六争三”的目标。全
队上下铆足了劲儿想在家门口证明
自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四
年春节没有回过家，不是在训练，就
是辗转国外在比赛。当时，我作为
领队始终和队员们一起训练，既要
安抚因疫情没法回国也没有家人陪
伴的俄罗斯教练，更要掌握队员们
的思想动态进行及时沟通。”唐楠坦
言球队为了备战北京冬残奥会付出
了很多。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训练是枯燥
且辛苦的，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
其余时间都要进行训练。伤痛是家
常便饭，但对队员们来说，最煎熬的
是与家人的聚少离多。作为领队的
唐楠就是队员们的“知心家长”，从
方方面面解决队员们遇到的困难，
鼓励大家为了祖国去拼搏。

2022年3月12日晚，中国残奥
冰球队顺利摘得铜牌，这几年的努
力与汗水，终于在这个晚上汇成了
这枚小小的铜牌、高高升起的五星
红旗，还有回响在国家体育馆内久
久不息《歌唱祖国》。

去年4月8日上午，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受到表彰的集体中，国家残奥冰
球队是其中之一。青岛平度籍选手崔玉
涛作为中国残奥冰球队队长代表球队上
台领奖。

38岁的崔玉涛既是球队队长，也是
队里年纪最大的男队员。来自平度市旧
店镇的他，在18岁时因为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失去了左小腿，跑过业务、创过
业，与体育尤其是冰球结缘完全是巧合。

因为身体条件不错，回老家换残疾
证的崔玉涛被平度残联工作人员询问想
不想练体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加入
了青岛市残疾人自行车队。后来崔玉涛
又被挑中转项加入残疾人冰球队，为了
练好身体平衡，他每天坐在冰橇上滑行
练习，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有一次还把右
脚踝摔成骨裂。即便这样，他仍旧打着
石膏在冰场训练，“什么都阻挡不了我追
逐冰雪梦的决心。冰球被称为‘勇敢者
的游戏’，冰球运动员都是‘蒙面勇士’，

我希望和队友一起努力，力拼每一场比
赛，在家门口的冬残奥会赛场实现为国
争光的目标。”崔玉涛对当初为备战北京
冬残奥会的情景记忆犹新。

在青岛集训的日子里，一天中包括
上午和下午两场训练，队员们全副武装，
驱动钢架冰橇，围绕着冰球起跑、滑行、
转弯……冰场旁，摆放着队员们的轮椅
和假肢，冰面上，他们飞驰的速度越来越
快，流过的血汗也越来越多。“训练服本
身不重，但队员们要把自己绑在冰橇上，
因为对抗激烈，有时候连人带冰橇都被
撞倒了，只要冰球在身边，我们就会拼命
爬过去，努力抢球是每位队友的本能反
应。”崔玉涛说。

崔玉涛告诉记者，备战北京冬残奥

会期间，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队员们都是
默不作声，咬咬牙再上场训练。在他的记忆
里，最严重的受伤是在2020年的腊月廿八，

“训练的时候在场上拼得太凶太猛，为了追
一个球和队友碰撞到墙上，导致胸椎压缩性
骨折，一共在床上躺了10天，不到20天又开
始恢复性训练了。”像这样的事情崔玉涛从
不会告诉家人，“从2018年参加训练开始就
没有回家过年，女儿都不认识了，说我是‘手
机里的爸爸’。既然选择了为国争光，再苦
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太多的牺牲，太多的苦痛，终于在2022
年的北京，在家门口的冬残奥会上有了意
义。3月12日晚，中国残奥冰球队顺利摘得
铜牌，作为队长的崔玉涛与队友们紧紧相拥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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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娘子”带出“梦之队”
领队 唐楠

“钢铁队长”咬牙拼搏终圆梦
队长 崔玉涛

青岛姑娘登场创造历史
女队员 于静

体育让我变得更积极更阳光
旗手 汪之栋

唐楠

崔玉涛

于静

汪之栋

中国残奥冰球队队员汪之栋中国残奥冰球队队员汪之栋（（左左））在比赛中拼抢在比赛中拼抢。。

比赛获得胜利后比赛获得胜利后，，球员们拥抱庆祝球员们拥抱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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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球场 凝聚“青”力量
早报记者专访领队、队长等 听他们讲述球队在青岛组队带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