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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10月24日，杭州亚残运会草地

掷球场上迎来第一个决赛日。在男

子个人B3级、女子个人B3级的决

赛中，中国队获得两枚金牌，这也意

味着中国队在亚残运会草地掷球项

目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草地掷球，这项发源于英国的

运动尽管有着数百年历史，但对国

人来说，仍是一项小众运动。本届

杭州亚残运会，中国首次组队参加，

12名队员全部来自浙江。

赛场上，运动员凝神屏气，在

和身边的引导员反复确认后，终

于放手一掷，一只扁圆的球在绿

茵场上滑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然

而，预想中的喝彩和掌声并未如

约而至，相反，草地掷球的赛场有

些安静。

“看到好球，我们会在心里使劲

鼓掌！”赛场工作人员介绍，参加草

地掷球比赛的主要是肢体残疾和视

力残疾的运动员，特别是视力残疾

的运动员需要通过身边引导员的描

述去感知球的位置。因此，为了能

让运动员更专注地比赛，无论是工

作人员还是比赛现场的观众都会自

觉降低音量。

翻得分牌、推轮椅、捡球……在

草地掷球的赛场上，“小青荷”们同样

也在“安静”地忙碌着。一场两个多

小时的比赛，赛场志愿者往往需要和

运动员一起“共进退”。来自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的余翼德是一名赛道“小

青荷”。在和运动员的相处中，余翼

德发现，亚残运会志愿者的工作职责

不仅在于提供帮助，更需要关注运动

员的真实需求。“有些运动员比较要

强，有时候并不需要志愿者的帮助。”

因此，他总会先询问再行动，“这样可

以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

在草地掷球的比赛场馆内，这

样的尊重随处可见。

作为杭州亚运会的56个竞赛

场馆之一，杭州文汇学校是国内第

一所承办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特教

学校。一所中学的操场，怎样才能

成为竞赛场馆？一所中学又如何做

好比赛场馆的运行？校长严丽萍坦

言，“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草地掷球项目对球场的要求很

高。球场呈正方形，长、宽均为40

米，场地内分成多条赛道，每条赛道

宽4.3~5.8米。为了保证比赛球场

地基的平整，学校运维团队多次调

整，最终实现了“球场对角线误差不

超过5毫米”的目标。

与此同时，为了残疾运动员能

在比赛场馆里“来去自如”，学校从

细节入手，增设了无障碍轮椅坡道

17处、无障碍卫生间3个、无障碍厕

位8个、无障碍电梯1部、无障碍车

位6个。场馆设施运维主任赵文龙

介绍，光是对场馆内的无障碍轮椅

坡道的设计，整个团队就反复调整

不下5次，最后决定从单面坡道改

为5面坡道。

另外，场馆还有很多隐藏的无

障碍服务，如智能AI手语翻译服

务、文字提示服务、语音提示服务、

视觉辅助服务等，以实现任何人在

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方便地获取和

使用信息。

据悉，杭州文汇学校目前共有

学生930人，从2022年起，学校就

开设了草地掷球社团课。“我们还会

打开校门，向全市青少年推广草地

掷球这项运动，把这块草地好好利

用起来。”严丽萍说。

杭州文汇学校：绿茵场上的人文关怀

爱国主义教育法
明年元旦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经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10月24日表决通过，

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旨在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法律，分总则、职责任务、

实施措施、支持保障、附则等5章共计40条。

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

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

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

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

爱国主义教育法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其中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

办好、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

类学科和教材中。同时要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

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各类

主题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设施，参

加爱国主义教育校外实践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支持、配合学校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教学活动，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

教育社会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法还对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村居

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

别作出相应规定。

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报记者）

□汪 恒

明天，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也将闭幕。此

次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吸引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集体或个人观赛，投身志愿服务，参与

亚（残）运文化活动……省内的学生们得以近

水楼台，在家门口感受到洲际体育盛会的激

情与魅力。

盛会终有落幕时，亚运遗产却可以传承。

有益的教育往往都是适合、适时、适度的，如果

细细挖掘，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育人契机。数十

天的活动，如若能给年轻一代留下值得日后回

味、滋养成长的一段回忆，就再好不过。

成长的道理，说上万千遍，也许都不及让

孩子亲身体验一回来得深刻。这一回，体育

不再是体育课上的必选内容和选学内容，不

再是升学考试中需要攻坚克难的科目，而是

团体项目中的信任团结，是个人项目里的自

我突破。这何尝不是“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的有力明证。

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各式各样的榜样、

偶像。本届亚运会、亚残运会涌现出不少动

人的运动员故事，有的意气风发、频破纪录，

有的沉着冷静、逆风翻盘，有的老骥伏枥、初

心不改，有的身残志坚、不屈不挠。孩子们未

必会像他们一样走向竞技体育的舞台，但生

活的道理是相通的。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

事，也将激励和鼓舞年轻一代，擦亮多彩青春

里的拼搏之色。

遵守各项赛事的观赛礼仪，尊重每一名运

动员的付出并不吝鼓励，得体地关心和照顾好

身边的特殊群体，为台上一分钟的精彩付出百

分百的努力……赛事期间，种种看似

平常的细节，却是国际理解、文明礼

仪、人文关怀、奋斗精神等的题中之

义。愿这些教育的细微之处，不止于

观赛的小观众、忙碌的“小青荷”、登

台的“小演员”，而成为今后继续完

善、丰富日常教育内容的新起点。

（作者系本报记者、杭州亚运会
志愿者）

家
门
口
的
体
育
盛
会
是
最
生
动
的
育
人
现
场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

宁波启动
中小学课后服务优质工程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罗湘波）日前，宁波市

教育局启动中小学课后服务优质工程，以更好地发挥学校

育人主阵地作用，巩固“双减”工作成果。

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优质工程旨在打造对

象全覆盖、主体全协同、“五育”全融合、成本全公益、培养全

链条的“五全”课后服务品牌，全面提升中小学课后服务质

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宁波将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保障3个方面进行

再优化。具体举措共10条，其中包括：重点打造“4+N”素

养导向课后服务课程内容，2023年至2025年，全市将评选

300门素养类课后服务精品课程；创设不同群体的特色服

务，在无体育活动课的学习日，学校每天必须安排1小时以

上的体育活动时间；针对体艺、科学类等特色学校，应将

50%以上的课后服务课时用于体艺、科学类活动；选树课后

服务优质示范校，2023年评选首批10所课后服务优质示范

校，到2025年共评选50所市级示范校；学校课后服务必须

始终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

编者按：杭州第19届亚运会收官之后，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如火如荼举行。“两个亚运，同样精彩。”亚残运会赛场上选手们的出

色表现、赛事平稳运行的背后，也有着浙江教育人的一份贡献。本报记者走进幕后，了解他们的勤勉付出和精心筹备，探寻亚残运会上的

浙教元素——

有爱无“碍”，“浙”里逐梦

□本报记者 朱郑远

“终于有机会在家门口为祖国升起

五星红旗！”10月23日上午，杭州第4届

亚残运会皮划艇女子KL1级决赛在富阳

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运

动员谢毛三以55秒478的成绩夺冠，这

也是杭州亚残运会的首金。

谢毛三29岁进入国家皮划艇训练

队，在运动员中已属“高龄”，但凭借着一

股不服输、肯吃苦的劲，终于通过自己的

努力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除运动员这一层身份外，谢毛三

还是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电子商

务专业 2023 届毕业生。“上半年，我

还是一名在校生，如何平衡好学业与

训练是个不小的难题。两边都重要，

但我尽量不在训练时想作业，不在做

作业时想训练。”谢毛三说，学校的培

养和哺育，为自己的体育之路注入了

强大能量。

即便身体有缺憾，也绝不让生命

留遗憾！赛场上，众多“明星”校友所

展现出的自信顽强、坚忍不拔的品质

尤为珍贵：里约残奥会、东京残奥会举

重金牌获得者，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

2016 届毕业生谭玉娇说，“运动员”3

个字是肩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杭州

亚残运会首个比赛日夺得两枚游泳金

牌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2019 届

毕业生徐海蛟说，很长一段时间泳池

就是“家”，自己每天练到力竭；“神骑

小子”李樟煜是动漫专业2016届毕业

生，自从开始自行车运动专业训练以

来，一年里有超过300天是在训练场上

度过的，平均每年骑行约2万公里，最

终骑出了人生新轨迹……

本届亚残运会，有69名浙江运动员

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规模和人数

居全国前列，其中就读过浙江特教职院

的占近六分之一。

这背后，离不开学校长期以来对体

育工作的重视。近年来，该校不遗余力

地推进各项体育教学，在全校范围内推

行“特教学子千日体能养成计划”，倡导

学生坚持每天体育锻炼半小时。同时，

学校体育教研室将教学实践与课题研

究相结合，制定出《残疾大学生体质健

康评估标准》，根据学生的不同身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课程和评价标准。“学

校还会为每一名残障学生分列个体‘长

处清单’与‘短板清单’，促使残障学生

多元化成长。”浙江特教职院院长黄宏

伟表示。

赛场上，收获奖牌、打破纪录固然

精彩；赛场下，学校的“小青荷”志愿服

务队所展现出的品质同样值得铭记。

这支队伍主要服务亚运会田径赛事和

亚残运会开闭幕式。与其他志愿者不

同的是，他们手语翻译样样通，舞动指

尖，用爱为听障人士架起无声世界的沟

通桥梁。

大三学生朱祥生说，这段志愿者

经历很珍贵，特别是当获奖运动员跟

自己分享喜悦的那一刻，这种感觉很

奇妙。许多人一开始察觉不到，待人

热情的朱祥生其实也是一名残疾人。

“以残助残，走出去服务社会，这也为

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朱祥生告诉

记者。

“为了准备亚残运会的志愿服务，

学生们每晚都要跟随电视新闻节目中

的手语翻译进行强化练习，坚持了一年

多时间。”志愿者领队教师朱娜介绍

道。下一步，学校将继续联合社会各

界，为残障学生搭建更多舞台，让更多

人在大舞台上闪耀。

浙江特教职院：冠军的成长摇篮

浙江特教职院2021级学生、中国队选
手柯佩颖（左）在盲人门球比赛中。

（图片源自亚组委官方网站）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SM8级决
赛，浙江特教职院毕业生、中国队选手徐
海蛟夺冠。

（图片源自亚组委官方网站）

男子坐式排球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浙江特教职院毕业生、中国
队选手徐增兵（上）在比赛中。 （图片源自亚组委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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