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恩慧，1982年出生于黑
龙江哈尔滨。因患有先天性疾
病，她出生以后，视力随着年纪
的增长逐渐减弱，如今视力水
平仅能感知光亮。这个东北姑
娘，在2009年来到了下沙。多
年在这块土地生活、工作的经
历，帮助她慢慢融入钱塘这片
热土，成为一个“新钱塘人”。

2004年，是薛恩慧人生转
折的重要一年。聊起这个“转
折点”，薛恩慧觉得一切像是机
缘巧合，又似命中注定。

当时22岁的薛恩慧是社区
的一名残疾人联络员。这份工
作是她通过笔试、面试，好不容
易争取到的。“残疾人找到一份
工作，其实挺不容易的。”因此，
薛恩慧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作
为一名残疾人联络员，细心的
薛恩慧在日常工作中，非常关
注社区的有障人士群体。“在我
们社区，有一对聋哑人夫妻，他
们自己开了一个服装作坊，自
力更生。生意做得不错，夫妻
俩日子也越来越红火。还有一

个60多岁的盲人大妈，在长达
6年的时间里，她每天坚持扫楼
梯。因为眼睛看不见，她就把
自己能扫到的地方都扫一遍
……”通过他们，薛恩慧对有障
人士群体有了新的认知，相比
于无障人士，他们的生活会有
很多不便，但是他们对生活的
热爱，给人以力量和温暖，“和
他们接触多了，我更希望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个有价
值的人去回馈社会。”

2004年 4月，有文件下达
到社区，需要招募残疾人运动
员去比赛。作为联络员的薛恩
慧，跑遍了整个社区，也没有人
愿意报名。没办法，社区主任
拿着这份文件，挨个比对，明确
什么项目适合什么样的身体状
态，再根据要求选择适宜的人
选，上门做工作。在详细对比
了招募条件后，社区主任高兴
地指着文件中的一栏，“唉，小
薛，这里写的条件好像都挺适
合你的，要不你去试试吧？”主
任推荐的就是铅球项目。接过

项目报名表，薛恩慧又仔仔细
细地了解了一遍比赛要求……

175厘米的身高，体重较于
常人也有一定优势。上学时，
她经常被老师推荐去参加运动
会——推铅球。这样的身体素
质条件是薛恩慧成为一名专业
投掷运动员的先天优势。但当
时的她却感到进退两难。“那时
候我刚拿下残疾人联络员的应
聘证书，经过笔试、面试等程
序，应聘上岗，加上我已经熟悉
社区的残疾人群体，工作也开
始上手，这让我很舍不得离开
这个岗位。”是留在得之不易的
原工作岗位上，还是再拼一把，
放弃刚拿到的工作机会，去尝
试一个没有太多接触的新行
业？薛恩慧犹豫不决。

“你自己做决定吧，无论你
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义无反顾
地支持你！”和家里人商量后，
妈妈的态度支撑着她，迈出了
更勇敢的一步。

由此，薛恩慧正式进入体
育圈。

“人家都说，练铁饼要拿铁饼当自己的
‘另一半’，你对它越好，它回馈你的就越
多。”训练十余年，薛恩慧对这句话的认同
感越来越多。

铁饼是所有田径项目里最难、技术水
平要求最高的一项。运动员需要背向旋
转一圈半，再把铁饼投出去。

教练曾告诉薛恩慧，铁饼运动员是田
径场上的芭蕾舞者，稳健、优雅又浪漫。“对
铁饼的那种感情，慢慢就培养出来了。”

薛恩慧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参加比
赛时，就练了10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
技巧都不懂，就跟着教练去了。”当时教练
告诉她：“小薛，这次你没有任务，去感受
比赛氛围就行！”在高手如林的比赛现场，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次比赛的成绩只有14
米。

后来，在2007年的第七届残运会上
——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综合类大赛，因
为紧张，薛恩慧将好几饼都抛出界了。

“那时候我很是着急，教练在看台上一直
朝我喊，让我掉个方向。按照教练的说
法，我及时进行了调整。最后，终于获得
了一个有效成绩，31米！”紧张又兴奋地
在比赛场上踏实成长，是年轻运动员薛
恩慧最真实的写照。

在薛恩慧眼里，自己属于比较“笨”的
类型。刚开始有段时间，教练教的内容，
她并不能马上体会，训练成效也就不明
显。最开始那会儿，“我练了一个月，但铁
饼始终都没过20米。被教练说完之后，我

心里也不得劲儿。当时我就跑到一个角
落哭，哭完之后就反思，‘别人都能做的，
为什么我做不好？’”训练达不到预期效
果，教练着急，薛恩慧自己更急。但她也
在摸索中找到了给自己加油的方式，“告
诉自己，薛恩慧，你可以！别人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通过反复思考教练教授的
关键内容和技术，跟自己投饼的感觉去做
对比，找准自己没有做好的点，不断地靠
近正确的东西……再训练时，薛恩慧投的
每一饼，都有了进步。

这些年训练的辛苦，只有薛恩慧自己
明白。每一次比赛，她都拼尽全力，奋力一
搏，因为她十分清楚，身为一名运动员，就
要永远走在挑战的路上。

在今年的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
届特奥会上获得的铁饼成绩，是薛恩慧历
年铁饼成绩最高的一次。她用实力和成绩
证明，她一直在进步，从未停止。

实现梦想 他们是最坚实的后盾

“参加比赛，拿奖牌，挣奖
金，我想让我的父母过得更
好。”这是薛恩慧作为女儿最简
单的梦想。

2007年，在第七届全国残
疾人运动会上，她拿到了属于
自己的第一块全国金牌。薛
恩慧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电
话：“爸！妈！我赢了，我拿奖
了！”父亲哽咽了，过了很久，
他才说出来一句：“好好好，我
正吃饭呢。”

今年这场比赛结束后，薛
恩慧也习惯性地打电话给父母
报喜讯，和家人分享自己打破
全国铁饼记录的好消息，又一
次，“我爸在电话那头已经激动
地说不出话了。”在薛恩慧看
来，父亲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真
实的情感。在17年的专业运动
员生涯中，当她取得进步时，父
母为她欢欣鼓舞；当她遇到困
境时，父母是她最坚强的后

盾。尽管平时忙于训练，能回
家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
多，但她每三天就和家里人聊
视频，分享近况，哪怕在训练量
非常大的日子里，也依旧每周
抽时间和父母聊上一会儿，家

常碎语，拳拳关切。“你们想吃
啥？家里缺点啥？”“家里啥都
不缺……”这类沟通模式时常
重复，但双方都从未感到厌
倦。不在家人跟前，她想尽可
能为家中父母多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强
烈的爱、关怀和思念，但父母更
体谅女儿孝心，长长思念化作

“互道平安喜乐”。
薛恩慧深知，自己取得的成

绩，更离不开教练杜怀振的指导
和帮助。几年来，师徒两人亦师
亦友，互相信任，不断突破。残
联搭建的平台，给了万千像薛恩
慧这样的有障人士展现自我、走
向更广阔天地的机会。

“我每一天都很满足，都很
幸福。”冠军光环下的薛恩慧，
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人，有自己
的爱好，也有自己的幸福。她
的未来计划也很简单：“只要身
体允许，我想一直练下去。”

汗水浇铸 把铁饼当作“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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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宪章》（（ ））
■记者 陈婕 徐红燕

“我希望未来成绩可以越来越好，让大家看到，中国有障人士可以越来越好。”薛恩慧的
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日前，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西安闭幕。钱塘区运动员薛恩慧获
得田径女子铁饼F11级金牌，并以40.61米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

如光似火 奋力一掷

薛恩慧：田径场上的“芭蕾舞者”

艰难抉择 迈出更勇敢的一步

薛恩慧和教练杜怀振

薛恩慧在比赛前熟悉主赛场投掷圈

训练时的薛恩慧

夺得大赛金牌的薛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