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巴黎残奥会，重庆运动员5人参赛，取得4枚金牌的好成绩。这些运动员人生的开局，在有的人眼里是一把“烂
牌”，但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勇于挑战生命的极限，最终“烂牌”变为“王炸”。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看看为
何重庆仅5人参赛，却能拿下4枚金牌，看看他们如何做到身残志坚，让榜样的力量在“强大”与“柔软”之间诠释……

今要闻0202 >>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主编 赵小洪

视觉 曹冬 但雯婷 校审 王志洪 黄颖

贺 电

第17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欣闻重庆运动员金芋成、廖克力、肖祖贤、严治强分别

在第17届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双打14级项目、男子双打14
级项目、羽毛球女子单打SL3级项目、硬地滚球混合团体

BC1/BC2级项目中获得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重庆
增添了光彩，充分展现了我国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挑
战极限、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鼓舞和激励了重庆人民和
广大残疾人朋友。在此，向金芋成、廖克力、肖祖贤、严治
强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诚挚感谢中国残联、国家体
育总局对重庆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

衷心祝愿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继续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
中华体育精神，团结一致、奋勇争先，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
大的荣誉！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4年9月6日

4名重庆运动员残奥会夺金
重庆市委市政府发贺电

16岁女孩摘得重庆首金

“她们真的做到了！恭喜拿下巴黎残奥会乒乓球女双14
级金牌，最小的选手才16岁，是来自重庆的小女孩金芋成。”8
月31日凌晨（巴黎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伴随着主持人的解
说，在巴黎残奥会乒乓球女双14级项目中，黄文娟与金芋成二
人，经过层层激烈比赛，拿下本届残奥会重庆运动员的首枚金
牌。

与此同时，万州残疾人乒乓球训练基地内，队友们一同围
坐在电视机旁见证她们一步步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眠
之夜。

“到目前为止，金芋成只练习了4年的乒乓球。因先天身
体残疾，无法弯曲手腕，金芋成只能把球拍绑在手上才能练习
乒乓球。”金芋成的教练于涛回忆，4年时间，金芋成从零基础
的初学者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上，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被人们认为
是天才，可她却说：“我不是天才，也会遇到瓶颈期。每次遇到
瓶颈我就会不断努力，直到自己成长为止。”

去年10月25日，金芋成在女单Class 6级收获了个人职
业生涯的首枚亚残运会铜牌。按道理应该是开心的时刻，可她
却在赛后采访时流泪，“不服气！她实力确实比我强，我两个月
前就输给了她；这次又输给她，我下一次争取打赢！”

金芋成在日常训练中很刻苦，除了坚持一天4练外，还经
常自己加练，训练时间比健全选手还长。

金芋成携手黄文娟斩获的本次比赛金牌，既是巴黎残奥会
重庆首金，也是巴黎残奥会中国乒乓球项目首金。

廖克力拿下个人第二枚残奥会金牌

继重庆16岁女孩金芋成拿下乒乓球女双14级冠军后，北
京时间9月1日晚，中国队选手廖克力、闫硕在巴黎残奥会乒乓
球男双14级决赛中，3：1战胜泰国组合，拿下该项目的金牌，这
是此次巴黎残奥会重庆队员拿下的第二枚金牌，也是廖克力个
人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枚残奥会金牌。

“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下去才能看见
希望。”这是廖克力的座右铭。他虽然经历过至暗时刻，但凭借
着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迈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把
命运赐予他的伤疤化为武器，永不言弃。

1990年冬天，廖克力降生在重庆一个幸福家庭。父亲是
一位体育迷，总是带着幼小的他去体育场玩，从小耳濡目染的
廖克力3岁时便喜欢上了足球。1995年刚进入学前班一个星
期的廖克力，和接他放学的父亲一起坐上405路电车。电车行
驶出站不远，在经过一个转弯时，车上的两根电杆突然脱落，打
在变压器上，意外触电的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右臂。

受伤之后的廖克力无法再踢足球，但另一颗小小的球却埋在
了他的人生之路中，就此开启了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

尚在小学的廖克力与父亲一起例行来到体育馆，正值乒乓
球队在此训练，他们便一同观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乒乓球运
动，在现场的人群中，一双慧眼看到了这个虽然有缺陷但身材
高挑体型修长的好苗子。残疾人运动员的教练林萍君向着
这个独臂孩子走来，邀请他“打两下试试”，问他愿不愿意跟
着自己学习乒乓球。就这样，廖克力遇到了他运动路上的
启蒙教练，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伯乐，也遇到了他甘愿奉献一
生的乒乓球，经过不懈努力，廖克力于2009年选入国家队。

廖克力总说，挥舞球拍的那刻，乒乓
球仿佛变成他的右手，与他一起驰骋在
赛场上，见证他一次又一次取得骄人的
成绩。

两个奥运一样精彩 残奥会重庆5人参赛拿4枚金牌

记者手记

每个选手都用汗水浇筑梦想

此次残奥会，重庆市共有5名运动员、1名教练员、1名
工作人员入选，是出国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出征巴黎残奥
会的运动员，既有廖克力、严治强这样多次参加残奥会的

“老将”，也有首次参加残奥会的羽毛球运动员肖祖贤和杨
通、16岁“乒乓小将”金芋成等。

除了金芋成和廖克力，肖祖贤和严治强也在随后拿下
了羽毛球女子单打SL3级项目、硬地滚球混合团体BC1/
BC2级项目的金牌。

首次参加残奥会的羽毛球运动员杨通，虽然本次与奖
牌失之交臂，但在赛事中也同样表现出色。

这些背后，是运动员们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也是他们对
每一次比赛的全力以赴。

“比如巴黎残奥会硬地滚球项目的比赛场地是在南巴
黎竞技场1号馆进行，我们提前一两天就来到这适应场地。”
重庆运动员严治强的教练冉俊介绍，这里的地面比平时训
练的地面更湿润一点，因此比赛之前，运动员们都来到这里
的场地训练，适应比赛环境，培养手感。

除了硬地滚球，包括羽毛球和乒乓球等项目的运动员
们，也都是早早地到所在项目的国家队进行高强度有针对
性地训练，并在对应比赛场馆进行适应热身。

“我的家是在重庆北碚，平时训练基本也就是家和训练
场地‘两点一线’，几乎很少外出，这次难得有机会能够代表国
家出征巴黎残奥会，大家心情激动的同时，更是提前很久就做
好了备战准备。”严治强赛后告诉记者，这次算是没有辜负大
家的期待，获得的金牌也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努力不会辜负每一个追梦者
今年春天的时候，记者采访严治强，他说要继续超越自

己，争取再为中国拿一枚金牌，今年秋天，他实现了。
去年10月，金芋成在女单Class 6级输掉决赛，流泪说

自己“不服气”！要不断努力，再也不想输。
去年5月，廖克力就前往河北参加国家队集训，为即将

举办的两场巴黎奥运会积分赛做准备，发誓要再拿一枚金
牌。

小时候，肖祖贤的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收下这份苦
难的“礼物”，在逆境中逆流而上，从此以后，这句话一直激
励着肖祖贤在困境中蹒跚且坚定地前行……

五人四金！他们中，有在轮椅上说不清楚话的，有手腕
无法弯曲者……他们，无一不是克服重重困难，然后打出最
硬气的球！

如果说奥运会只有一个胜利者，那么残奥会则没有一
个失败者。无论取得的成绩如何，每个运动员都是生活的
强者。奖牌之外，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能力和技巧、坚毅
和无畏更让人印象深刻。

透过残奥会这一扇窗，让更多人看到了残障人士自强拼
搏、积极面对人生的勇气和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付出的努力
不会辜负每一个追梦者，为梦想努力的人，总会闪闪发光！

此次巴黎残奥会，中国残奥队 94 金 76 银 50 铜断层第
一，中国队连续6届残奥会金牌奖牌双第一。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肖祖贤

金芋成

廖克力（左）/闫硕

严治强

巴黎残奥会奖牌榜（前10）

排名 国家/地区 金 银 铜

1 中国 94 76 50

2 英国 49 44 31

3 美国 36 42 27

4 荷兰 27 17 12

5 巴西 25 26 38

6 意大利 24 15 32

7 乌克兰 22 28 32

8 法国 19 28 28

9 澳大利亚 18 17 28

10 日本 14 10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