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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在大运河漕运码头采集到“源流之
火”，火炬传递随即在此进行。本次大运河漕运码头传递共有火炬
手20位，分为11个点位。其中，第1和第20点位为单人传递，其余
点位均为两人共同传递。

此次，有三位火炬手来自通州区，分别是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
部、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正处级干部、挂职拉萨市城关区委常务副
书记、常务副区长何维；通州区永顺镇残疾人温馨家园园长张蕾；
通州区培智学校校长王超山。他们岗位不同、年龄不同，却有着一
份共同的坚守和责任。他们的传递让火炬更耀眼，他们的祝福让
冬残奥会更精彩，一起奔向创享美好智慧生活的未来！

迎接冰雪之约，擎着金银配色相间的火炬“飞扬”，通州区培智学校校长
王超山作为漕运码头接力的第1棒火炬手，与大家共同奔向美好未来，在漕
运码头踏出了当日火炬接力的第一步。

“生逢盛世，成为冬残奥会火炬手非常荣幸。作为一名特教领域的教
师，我更期待能带动国内广大残障学生一同上冰雪，积极投入冰雪运动。”王
超山满怀期待地表示。

在培智学校，残障学生们是如何开展体育锻炼的？“我们创新早操、课间
操内容，给近200名残障儿童带来了百花香、八段锦等丰富体育活动形式，保
证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春季、秋季亲子运动
会，设置普特融合运动项目，并在校园开展冰壶、轮滑、乒乓球、足球、篮球、
自行车等社团活动。”说起心爱的学生，王超山打开了话匣子。在特教园丁
的悉心教育下，孩子们的生活也绽放出更绚烂的色彩。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培智教育经验的‘老兵’，我深深感受到火炬沉甸甸
的分量。我们不仅是在传递火炬，更是在传递梦想、传递承诺。”王超山郑重
地表示，将鼓舞更多残障儿童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热情向上、奋力拼搏、无
畏向前！

火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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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冬残奥会火炬，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正处
级干部、挂职拉萨市城关区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何维感触格外深。

何维曾大力推进四座“京藏连心桥”的建设。其中坐落在神力时代广场
的一座天桥，正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座设有无障碍电梯的人行过街天桥。桥
身融入了西藏吉祥八宝和北京的多种元素，体现着京藏两地深厚的情谊。
晚上灯光亮起来时，柔美漂亮，成为当地百姓和外来游客新的网红打卡地。

在“第一座连心桥”建设成功基础之上，何维又积极协调北京市援藏资
金2000万元，通州区援藏资金610万元，在城关区其他三个交通路口建设了
三座“京藏连心桥”。“这些年的援藏经历，更让我深深感受到残奥会是56个
民族共同的盛事。”何维感慨地表示，期望各民族火炬手一棒连一棒地接力，
共同为祖国跑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冬残奥会之火生生不息。在大运河漕运码头水天一色的岸边，何维也
用心跑出了通州人的风采。“这次的冬残奥会火炬传递经历，让我更理解到
残障人士的所念所盼，今后也会为他们更好地服务。”何维说，希望这次火炬
接力的荣耀，也能让他与冬残奥会共同成长，化作对他今后工作的持续鞭
策，激励他在雪域高原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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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服务2000余名残障人士的“大家长”，通州运河星志愿服务队队长、
永顺镇残疾人温馨家园园长张蕾，此次成为漕运码头第17棒冬残奥会火炬手。

“北京是首个‘双奥之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作为火炬手，我不仅要
将火炬传递的任务完成好，还要带头传播奥运精神，宣传奥运知识。”张蕾激
动地表示，希望通过火炬传递，让这团爱心之火能够照亮和帮助到更多残疾
人朋友，努力为城市副中心这座有温度、有包容度的首善之区贡献力量。

张蕾是一名重度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在帮助孩子康复的道路上，她相继
考取了家庭康复训练师、盲人定向行走培训师、残疾人就业指导师等多个助
残资质。

2015年，在永顺镇政府和通州区残联的帮扶下，她来到永顺镇残疾人温
馨家园从事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在扶残助残服务中推己及人，她用自己
的助残专业知识帮助了更多残障人士。多年来，永顺镇残疾人温馨家园为
残疾人提供各类帮助和志愿服务，团队服务时长达89000多小时。运河星志
愿服务队更是获得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北京市双拥先进集体、北京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等多项殊荣。张蕾也被评为首都最美志愿者、首都
学雷锋五个 100先进个人、五星级志愿者、首都拥政爱民先进个人和全国残
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举着火炬我深知责任重大与使命光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向世界
讲好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会向世界讲好热情好客的北
京故事，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代表我会向世界讲好这一群体积极向上的幸
福故事。”张蕾表示。她希望能将这份火热传递到所有人心中，也祝福冬残
奥会运动员都能赛出佳绩，让“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成为共同奋进
的方向，一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作为在漕运码头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身着红黄白色相间的冬残
奥会火炬手服装，中科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
部主任王福生一路小跑，精神抖擞地开始了第20棒的火炬传递。

与上一棒火炬点燃交接的一瞬，王福生难掩激动之情。“我的心在
那一刻仿佛也随着燃亮的火焰，‘腾’的一下子爆发了，心里特别激动。”
他说。

伴随着观众的掌声与《一起向未来》的歌声，晴空下的王福生顺利
跑向火炬接力的终点。“身为一名军医，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冬残奥

会火炬传递。”王福生动情地表示，火炬不仅传递出昂
扬奋进的体育精神，更展示了国人团结协作的精神。

平时他工作繁忙，把更多时间留给了患者和医学
事业，为了更好完成这次“特殊任务”，王福生工作之
余抓紧碎片时间，坚持锻炼身体。“我平时很喜欢各类
冰雪运动，虽然时间有限，但我还是观看了部分冬奥
会精彩的比赛。我特别喜欢看体育健儿在冰雪上的
飒爽英姿，喜欢看他们夺冠的瞬间。冬残奥会我也将
为他们不断加油。”王福生说。

从医几十年，他深感这次疫情对人类健康、经济
发展等方面的冲击之大。“能在疫情中成功举办冬奥
会，并即将举行冬残奥会，这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
国力的强大。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和科技工作者，我
也深切盼望我国能早日战胜疫情，在国际上展现我
国伟大的抗疫精神和担当。”王福生满怀期盼地
说。同时，他也表示将更加关注残障朋友这一特殊
群体，尤其会更关注他们的健康问题，为他们提供
更好的医疗服务，助力全社会创造平等互爱的社会
环境，与他们一起加油向未来。

“作为一名普通的首都电力职工，有幸参与了
冬残奥会火炬传递，让我倍感荣耀。”第 3棒火炬
手、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二次检修中心职员肖永立激动地说。他表示，会
把冬残奥会火炬带回工作岗位，同时带着火炬手
的责任继续投入到冬残奥会的保电任务中。

肖永立扎根电力检修一线27年，从一名普通
员工成长为自动化领域的优秀专家，主持编写的
技术规范和主导研究的多项科技成果，为北京电
网自动化专业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患有风湿病，肖永立的右膝关节在2019
年做了人工置换，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跑步，但他
在工作岗位上的追求始终没止步。依托创新工
作室，他带领团队先后完成创新成果 50余项，获
专利6项、发表论文十余篇，工作室也成为公司攻
坚克难、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

参加完冬残奥会火炬传递后，肖永立马上回到
了工作岗位。目前，他正和同事们进行冬残奥会的
保电任务。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主网的维护和
运行，没有主网的稳定，也就没有赛事场馆供电的
稳定。把冬残奥会的火炬放在单位，就是提醒我要
以火炬手的责任做好冬残奥会的保电任务。”

白皙的皮肤，弯弯的浓眉，明亮的双眼，阳
光般的笑容始终挂在她的脸上。32 岁的张淼
坐在轮椅上，手举冬残奥会火炬，在传递正式
开始前，她微笑着反复练习。

这是一位年轻的残奥会冠军。2012年，张
淼摘得伦敦残奥会轮椅乒乓球冠军；2021年8月
29 日，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单打 4 级决赛
中，张淼和队友谷晓丹并列获得铜牌；9月 3日，
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团体 4-5 级比赛中，
她与队友张变、周影组成的中国队以2比1战胜
瑞典队，夺得金牌。

小时候，张淼因小儿麻痹症致右腿残疾，但
她从小就有股不服输的倔劲，无论在学习还是
生活中都努力做得比同龄孩子更优秀。2005年
下半年，张淼遇到改变了她一生的乒乓球教练，
从此开始了乒乓球运动生涯。张淼说，从接触
乒乓球开始，她每天练习基本动作，发球、接球，
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让她
的成绩很快脱颖而出。

在张淼看来，运动都是相通的。“我特别喜
欢冰壶，也特别希望中国运动员们在比赛中取
得好成绩，期盼着赛场上一次又一次响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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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咱们的时候，咱俩先举着火炬亮个相，然后再前行。”火炬
传递还未开始，第4棒火炬手车驰和第5棒火炬手张淼在固定点位先
悄悄排练了起来。

志愿者站在两人身边，配合着慢慢推着两人前行。反复练习几
次后，二人最终确定了同时传火炬的动作，“我们先稳稳地亮相两秒
钟，然后高举火炬，另一只手向观众示意。要好好享受传递的过程，
这可是值得记住一辈子的。”张淼激动地说。

车驰是石景山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常年扎根基层，
张淼则是残奥会冠军。两人看着大运河美景，又看看手中的冬残奥会
火炬，开心地拍起照片，“大运河真美，空气也好，一进入公园，我就感
觉这里有春天的气息，能在这里参加火炬传递，值得一生回味。一定
得好好留个纪念。”镜头里，明媚的大运河畔，两人的笑容格外灿烂。

传递前 两位火炬手悄悄切磋排练

早上 7点，大运河畔还有丝丝寒意。活动景观
组的保障人员早早赶到传递现场。“我们要排查起跑
点区域和传递沿线景观布置等设施，确保火炬传递
顺利进行。”保障组工作人员胡宗洋顺着传递路线和
同事们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另一边，“90后”门帅琦作为观众也早早抵达现场，
准备找个好位置观看火炬传递。手举旗帜，她兴奋得像
个孩子，“以前都只是在电视上看，没想到今天能到现
场，太荣幸了。”看到火炬手越来越近，她也越来越激动，
小旗子疯狂挥动。“特别是看到坐在轮椅上饱含热情传
递的火炬手，我就特别感动，更为他们感到自豪。”

观众席上，王艳蕊也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小旗，为

火炬手们加油助威。她还特意提前学习了解奥运火
炬的传递知识。“之前更关注开幕式和比赛赛程，这
次对奥运火炬传递有了更深的认识。”王艳蕊说，冬
残奥会火炬传递来到了大运河畔，作为本地人她非
常荣幸而且终生难忘。“当火炬接力点燃的那一瞬
间，我清晰地听到了‘哧哧’的火苗燃烧声，当时我心
里就特别自豪：冬残奥会火炬来到了咱们副中心，来
到了我身边，那一刻内心真的有很强的参与感。”

区体育局相关人员介绍，此次他们与区相关部门
通力合作，从各单位抽调32名人员参与志愿服务，负
责各环节保障。现场也组织了部分副中心市民全程观
看，“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冬残奥会魅力。”

“特别自豪：冬残奥会火炬来到了咱们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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