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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轧学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已于9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

确要求无障碍环境建设应遵循安全

便利、实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则。

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

多地布局健身场地设施并开展“无

障碍”设施改造，为残障人士提供更

符合需求的健身场所，方便残障人

士休闲健身。

广东在广州奥体中心进行了无

障碍设施的改造，使得残障人士能

够顺利进入体育馆观看比赛，并提

供齐全的无障碍卫生设施。另外不

同城市的体育场馆也进行了无障碍

设施的改造，给残障人士提供一个

包容性和平等的环境。“对残障人群

来说，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

带来积极向上的情绪，也是他们拥

有健康体魄、增强对生活的勇气和

信心、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有效渠

道。”广东省无障碍促进会有关负责

人说。

此外，青海省西宁市也在加强

残障人士无障碍体育设施建设力

度。在西宁市“10分体育健身圈”提

档升级和健身步道建设中，合理配

置了适合残障人群身心特点的体

育健身设施。在西宁市区各大体

育场馆、健身场所，修建残障人士

专用通道50余条，设置无障碍厕位

厕所30余座。市属体育场馆健身

设施全年对残障人群免费开放，

提供适合残障人士需求的健身服

务。同时，在西宁市城区范围人行

过街天桥和人行地道全部实施无

障碍设施改造，加强公共建筑无障

碍建设。

本报记者 王子纯

国际象棋在山东聊城的发展有这

样一组数据：自2016年以来被推广至

24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全市逾30万人

接受过国际象棋培训。这其中，涵盖

了一群残障人士，他们通过国际象棋

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2017年是聊城开展残障群体国际

象棋培训的起点。在聊城市国际象棋

协会秘书长王杰的推动下，聊城市特

殊教育学校开设盲人国际象棋兴趣

班，视障人士袁守波成为教学老师。

一次偶然机会，王杰得知袁守波

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学生都是残障

人士，便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他表

示：“如果这些孩子有能力学习国际象

棋，我一定大力支持。”于是二人经多

次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国际上残障人

士参与这项运动的相关信息，积极为

在学校开班作准备。

在袁守波的大力帮助下，承载着

王杰爱心的国际象棋棋具进入班级，

学生每天在袁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体

验、分享，十分快乐。但还有一小部分

孩子沉默了，因为他们是盲童，看不到

常规棋盘格的位置，无法继续下棋。

“我一定为你们找到合适的棋盘！”王

杰坚定地说。

王杰开始四处联系盲人国际象棋

供应商，他寻遍了国内市场，甚至足迹

扩大到了俄罗斯国际象棋博物馆，但

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最终，他

在好友的帮助下，辗转采购到一批来

自马来西亚的国际象棋盲人专用棋

具、教具和教学资料，并捐赠给聊城市

特殊教育学校，至此，王杰悬着的心落

地了。

有了专用棋具作保障，不止校内

的孩子，聊城市越来越多残障人士接

触到这项运动，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

国际象棋选手。2021年，袁守波和视

障学生王鸣、付新雨三人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国际象棋残疾人锦标赛，

实现了我国运动员参加该项赛事零

的突破。

近两年，聊城市残联承担了全国

残障人群国际象棋项目推广活动、杭

州第4届亚残运会国际象棋项目集训

等多项培训工作，将这项智力运动的

光芒撒向更多残障朋友，帮助他们施

展才华、实现梦想、改变命运。

本报记者 顾 宁

体育运动对于残障人群来说，

是促进健康、增强体质、融入社会和

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能够让

更多的残障人士参与进来，就近便

利地进行体育活动，是全民健身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走进湖南湘潭市岳塘街道纯

冲塘社区多功能残疾人康复综合

服务站，六大功能区标识清晰，专

业康复器具排列整齐，集康复训

练、志愿服务、健康宣讲、图书阅览

为一体，让社区残疾居民的专业康

复训练变得触手可及。“过去大部

分健身器材都在户外，对于我们不

是那么便利，有时候下雨下雪，器材

也会比较湿滑，使用起来不是很安

全。如今有了服务站，康复训练更

加专业。”居民李女士说，自己家中

都没有专业康复器材，但又觉得日

常锻炼非常重要，所以在家门口能

有一个适合残障人群的室内健身场

地和康复器材，可以锻炼下肢力

量，感觉特别好。

今年6月，在岳塘区残联支持

下，纯冲塘康复服务站开始扩建场

地、设立功能分区、建立管理制度、

购买设备、引进第三方服务，重新规

划，明晰康复训练室、康复宣教室、

心理咨询室、盲人阅览室、残障人群

手工艺品展示区等多功能区，采取

公益运作模式，设置公益性岗位，聘

请残障人士专职看护场地，并依托

多家医疗机构，定期为残障人群、老

年人提供康复服务、义诊服务和康

复知识讲座。

在上海徐汇区华泾镇残疾人

康健苑，很多准备尝试的参与者在

亲友的鼓励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通过使用康健苑内的运动康

复器材，完成了有氧训练、马步律

动、等速肌力训练和趣味夹乒乓球

等项目。社区还请来了有着多年运

动康复从业经验的营养师，为大家

进行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膳食搭

配、疾病预防、营养补充等知识，解

答残疾人和家属的问题，以寓教于

乐的方式教授残障群体科学的养生

方法。

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经济开

发区同悦社区，很多量身订制的

健身器材为社区残障人士服务。辅

助步行训练器、腕部功能训练器、

双轮助行器等十五种体育健身器

材，为残障人群健身活动提供了方

便。

体育搭台 残健共融

环境设施“无障碍”

小棋盘 大爱心 小举措 新突破

家门口有了残障人群健身康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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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金霞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中国残障人群总人

数为8591.4万人，占总人口的6.16%。

我国高度重视残障人群体的权益保

障和社会融合，出台多项政策和措

施保障残障人群权益。体育健身方

面，越来越多地方在建设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时，把残障人群的健身需

求也考虑进去，希望通过健身改善

他们的健康状况，让他们走出家门，

与社会融合，快乐生活。

贵阳市云岩区渔安街道兹美社

区残疾人自强康复健身示范点的墙

面上张贴着“锻炼会改善你的心

情”。示范点创建于2019年，占地面

积80平方米，室内训练室60平方米，

修建了无障碍通道，配置了残障人

群康复器材8台、健身器材10套，康

复知识普及读物200余册。该健身

示范点还配备有图书阅览室1间，

配有一名康复指导医师和一名社

区康复协调员，为辖区残障人群就

近开展康复和健身活动提供了便

利。这样的健身示范点，在贵阳市总

共有13个，已实现10个区（市、县）全

覆盖，可辐射服务2600余名残障人

士，每年开展文化及体育健身活动

4100人次。

在上海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

务中心，有一个专门为残障人群量身

打造的“健身房”———自强康健苑。到

自强康健苑的每位残障人士和需要

康复的脑卒中人群，都可以获得身

体功能评估、运动方案定制、器械

康复指导、作业治疗训练、健康知

识讲座、趣味活动等服务。自强康

健苑同时配备拥有专业资质的社区

运动健康师，根据每一位残障人士不

同的身体状况和康复需求建立“一人

一档”的运动康复档案，将整个康复

过程可视化。

山东济南槐荫区腊山体育公园

专门为残障人群增设了无障碍健身

区，残障人士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在

青山绿水间享受运动乐趣。此区域

的健身器材普遍较为低矮，有的器

械还能容纳下轮椅尺寸，方便特殊

人群使用。腊山体育公园作为济南

西部群众家门口健身娱乐的重要场

所，配备符合残疾人无障碍需求的

专属健身器材，进一步满足了广大

居民群众，特别是残障群体多元化

体育健身需求，对促进残障人士广

泛参与社会活动，实现共建、共融、

共享，十分有意义。

本报记者 冯蕾摄

本报记者 冯 蕾

日前，2023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

计挑战赛在湖南长沙举行。比赛共吸

引了来自81余所高校的1500名学生参

与。其中，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航

模队首次参赛，这支队伍包括听障学

生、肢残学生。赛场上，队友们默契配

合，齐心协作，最终获得模型水火箭助

推航天器项目二等奖，多级模型火箭

发射与载荷回收三等奖。

领队老师林海燕介绍说：“科技体

育项目可以锻炼残障学生动手动脑及

协调能力，对提升他们的智力及灵活

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残障学生与健

全学生在平等的赛场上一同竞技，更

能够增强残障生的自信心与成就感，

为他们搭建了飞翔的舞台，也为他们

今后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要认识美好世界，必须先让孩子

们自信起来。”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我们不仅要教会残障孩子们一技

之长，更要教会他们平视社会、自强自

信，为他们提供多元化实现梦想的渠

道。学院从满足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

求出发，引领更多爱好体育的残障人

士登上全民大舞台。”

如今，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开始参

与到各类体育活动中来。近日，2023年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残健融合运动

会———黄浦区残健融合嘉年华活动在

黄浦体育馆举行。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残健融合嘉年华是一个平等包

容、和谐有爱的体育平台，倡导更多人

尊重、理解、关爱残障人士，提供有温

度、热度的助残服务和体验活动。”

活动竞赛形式为混合团体赛，设

置了旱地冰壶、飞盘九宫格、单车接

力、沙包接力等项目，共吸引黄浦区各

街道10余支队伍参与其中。比赛现场，

各支队伍在默契配合中尽显团队精

神，在激烈角逐中展示运动风采。一

击漂亮的掷壶，瞬间点燃赛场气氛，欢

呼声与呐喊声不断；而飞盘九宫格创

新飞盘玩法，增加游戏趣味，考验选手

的扔盘技巧。

活动不仅丰富了残障人群的文化

体育生活，展示了他们自强不息、团结

进取的精神风貌，体现新时代体育精

神，还推动了残障人士平等参与全民

健身运动，更好地融入社会。

多元赛事平台丰富残障人士生活

“无碍”运动会有趣又暖心

本报记者 刘昕彤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你

我相伴 有爱无碍2.0”残疾人趣味运

动会在前进社区举办。所有环节和项

目结合残障人群和老年人身体特点，

以安全性、趣味性为主，包括“筷运乒

乓”“接力套圈”“沙包入袋”“眼疾手

快”“欢乐拔萝卜”“趣味九宫格”6个比

赛项目，让残障人士和家属们享受趣

味运动的乐趣。

运动结束后，残障朋友们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还用心书写悬挂祝福书

签，中间穿插敬老月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知识问答，增强老年人法治意识。

组织社区残障群体文化体育活动，

是丰富该人群的文化生活、培养健康的

情趣和情操、促进残障人群全面参与社

会生活的重要形式。据了解，此次趣味

运动会调动资源，采用“五社联动”服

务模式，包括社会组织联动、社区支

持、社工引导、社区志愿者辅助、社会

公益慈善资源赞助等方面，为残障人群

朋友搭建了一次娱乐健身、沟通交流的

平台，推动广大残障人士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

来自武汉的林天盛经常组织残障

人士体育活动，他认为社区是残障群

体体育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和抓手。

“社区有组织者、参与者还有场地，就在

残障朋友身边。在社区组织体育活动，

可以把文化、艺术、普法宣传有机统一

起来，并积极动员、鼓励残障人士参加。

同时，社区平时可以根据残障群体的

特点和实际情况，组织读书、编织、运

动、书画等兴趣小组，开展经常性的活

动，培养社区的残障人士文体骨干，带

动社区更广大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

林天盛还建议，要协调社区各类

公众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设施向残障

群体开放，并提供优惠服务，同时要针

对残障群体的特殊需求，开辟适合的

活动场地，配置适合他们使用的视、

听、读物和体育娱乐器具等，有利于其

参加活动。

公共健身服务共建、共融、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