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着可避障的智能輪椅往返粵港澳、酒店房間為聾人運動員

安裝可閃爍門鈴、場館為手臂殘缺運動員增配腳踢式電梯按

鈕……17日，在殘特奧會組委會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公

布了一系列將運用於殘特奧會的無障礙設施和服務。發布會透

露，由粵港澳共同承辦的殘特奧會，將有8,900名殘疾人運動員

來到粵港澳參賽，由於全部場館均為既有場地，各賽區得以投

入更多資源進行設施的人性化改造，有更多的科技設備投入使

用，三地將以最人性化的無障礙環境和服務、最具科技力量的

設施和輔具，為運動員築夢大灣區創造最好條件。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課本「走進現實」逾130名台生廣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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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隋媛文 匯 要 聞A16

殘特奧會「黑科技」亮相
助8900殘疾健兒角逐
粵港澳以最人性化設施 為殘特奧會創造最好條件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當大
巴進入廣州，看着窗外縱橫的立交橋和成片的綠
地，突然覺得課本裏的各種專有名詞，一下子變得
鮮活起來。」參與「築夢珠江．展翅飛翔——2025
年台灣大學生廣州實習體驗活動」的實習台生代
表、台灣政治大學林允婷在17日的啟動儀式上表示
期待此次難得的實習之旅，希望在實踐鍛煉的同

時，深度體驗嶺南文化與美食、結交大陸新朋友，
真正用自己的腳步丈量廣州，收穫成長。
「築夢珠江．廣州台灣交流季」暨「2025年台灣

大學生廣州實習體驗活動」17日在廣州拉開帷幕。
本次活動歷時半年時間，以迎接十五運會和殘特奧
會為契機，設立「民間交流」「經貿合作」「實習
參訪」「媒體互動」四大板塊，共33+N個活動項
目，內容涵蓋歷史溯源、文化尋根、科技創新、全
運互動、青年研學、實習體驗、媒體采風等多個方
面，是廣州市首次以「交流季」形式精心打造的兩
岸交流盛會。
作為「築夢珠江．廣州台灣交流季」的重要組成

部分，「築夢珠江．展翅飛翔——2025年台灣大學
生廣州實習體驗活動」重點面向國有企業、事業單
位、民營企業、港澳台企業、科研院所等單位，廣
泛徵集覆蓋金融、法律、生物醫藥、智能製造、互
聯網等領域1,000多個優質實習崗位進行匹配，為台

灣青年在穗學習、實習、就業、創業、生活和參訪
交流提供更多便利和機遇。今年活動共吸引22所台
灣高校、16所大陸高校學生報名，共130名台灣大
學生在廣州9個區的60餘家企事業單位實習體驗。

首來族最愛廣州人情味
啟動儀式上，林允婷作為代表發言。她表示，過

去一年曾以交換生的身份先後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
學習金融統計。那時課本上的「大陸市場」，還只是
抽象的圖表和數據，直到這次收拾行李來廣州，才真
正有了「要走進真實場景」的期待。「這幾天在玉山
銀行的實習，像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前輩們教我看
報表時會特意放慢語速，午餐時也會熱情地推薦各種
美食，這種專業裏帶着的溫暖，讓我慢慢放下了最初
的緊張。」林允婷相信這段實習經歷將成為青春裏特
別的記憶。「不僅因為學到新知識、認識新朋友，更
因為我們真正地用自己的腳步，丈量了廣州——這

片既熟悉又新鮮的土地。」
首來族、來自東吳大學法律系的林冠瑜正在廣東

紅棉律師事務所實習，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選
擇廣州是因為她覺得「粵語很好聽，也喜歡看粵
劇。」她對廣州市民的熱情和人情味印象最為深
刻，「因為我是路癡，每次問路大家都會很有耐心
地回答。」廣州的現代化與傳統並存，也讓她看到
了大陸城市發展的樣子。「在台灣我也沒實習過，
這次在大陸的律所感受到了大家的熱情，同事們耐
心地和我討論一些法律案例，讓我更深刻了解兩岸
法律制度的不同之處。」林冠瑜希望未來有機會再
到大陸實習，以便更深刻了解兩岸的法律制度。
首次來廣州的輔仁大學統計信息學系學生莊昀臻

在平安銀行廣州分行實習，她認為廣州作為一線城
市，商業發達，在這裏的實習經歷會對自己成長很
有幫助。「這裏的工作流程非常嚴謹。」莊昀臻說
有機會會考慮到大陸工作。

●「築夢珠江．廣州台灣交流季」暨「2025年台灣
大學生廣州實習體驗活動」啟動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殘特奧會服務舉措
●無障礙設施完工後組織殘疾人試

用，不滿意則再整改。

●運動員分級中心設在廣東奧體中
心，分級點設在粵港澳9個賽區，
讓殘疾人無需往返奔波。分級點不
集中在某一地，這在國內外大型賽
事上屬首次。

●調動廣東全省輔助器具服務力量，
配備19輛專業服務車，84名技術保
障人員，確保設備故障「即報即
修」，並推出「粵輔通」無障礙助
殘小程序，線上報修線下即刻響
應。

●設施更人性化，廣東省奧體中心採
用彈性適中的跑道，廣州市殘疾人
體育運動中心電梯採用腳踢式電梯
按鈕。

●廣東賽區36個競賽場館設置2,398
個無障礙愛心座席，305間無障礙
衞生間。

●廣東賽區招募了1.5萬名殘特奧會志
願者和10萬名城市志願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全國性殘疾人體育賽
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

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簡稱「殘特奧會」）是全國
性殘疾人體育賽事，將於2025年12月8
日在廣州開幕，12 月 15 日在深圳閉
幕。本屆殘特奧會首次由粵港澳三地共
同舉辦，也是香港和澳門首次承辦全國
性殘疾人運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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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殘特奧會比賽部分項

目已陸續開賽，在剛剛結束

的殘特奧會自行車賽上，來自廣東隊的女

選手王小梅勇奪6枚金牌。在巴黎奧運會

上，王小梅在場地自行車女子 C1-3 級

3,000米個人追逐賽中，以打破世界紀錄

的成績奪冠。「我出生時因為缺氧，身體

協調能力比常人差很多，小時候走路總跌

跌撞撞，看着別的小朋友跑跳自如，我常

感到自卑，總覺得自己這輩子都擺脫不了

這種『笨拙』。」王小梅說，中國大力發

展殘疾人事業，殘聯的工作人員也時常鼓

勵她。

有一次，一位從事殘疾人體育工作的朋

友建議她可以嘗試參加殘疾人體育訓練，

既可以幫助她康復，說不定還能發現一些

潛力。王小梅決定一試，開始接觸殘疾人

體育訓練。

她曾懷疑過自己，但在家人朋友和殘聯

的鼓勵支持下，她逐漸在體育中找到了自

信和自我。

拚出最好的自己 才是最珍貴的收穫
「『殘疾』從來不是『不可能』的標

籤。每個人都有追求夢想的權利，正是這

份支持，讓我敢去嘗試、敢去闖，從最初

練田徑時的蹣跚起步，到後來轉向自行車

時的咬牙堅持，命運給我的身體加了重

負，但國家和社會給了我衝破枷鎖的勇

氣，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王小梅說。

從田徑運動員轉為自行車運動員，這其

中有諸多不易，王小梅用「磨人」二字來

形容。一上賽道就得連騎四五個小時，腿

麻得不像是自己的，室內場地有坡度，稍

微鬆懈就可能摔車。

「摔了就爬起來，擦點藥繼續練，我知

道自己沒什麼過人天賦，能靠的只有堅持

不懈這個笨辦法。」王小梅說。

功夫不負有心人。2021 年，王小梅在

東京殘奧會自行車項目奪得銀牌，2024

年巴黎殘奧會打破世界紀錄奪冠。

不久前，2025 年殘特奧會自行車項目

比賽在深圳舉行。在家門口比賽，王小梅

火力全開，斬獲6枚金牌。「這次在深圳

的比賽，對我來說意義太特殊了。賽場周

圍都是家鄉的觀眾，工作人員、親戚朋

友、曾經幫助過我的人都來加油，看台上

那一聲聲 『小梅加油』，聽得我心裏熱

乎乎的。」王小梅說，金牌是榮譽，堅守

體育精神、拚出最好的自己，才是更珍貴

的收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6金王」王小梅：殘疾不是「不可能」的標籤
特稿

●王小梅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首次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承辦

●參會人員現場體驗「導盲兔」AI視覺智能伴侶。

●科技助殘是本屆殘特奧會
的最大亮點。圖為發布會上
展示的智能機器人導盲犬。

●17日，在廣州召開的殘特奧會專題發布會上透露，將有
8,900名殘疾人運動員來到粵港澳參賽。

殘特奧會組委會副秘書長、殘特奧會廣東賽區執委會副主任陳學軍在
發布會上表示，殘特奧會競賽組織、服務保障、場館改造等基本就

緒，通過了測試賽和提前項目的檢驗。16日，十五運會和殘特奧會第一次
代表團團長大會在廣州召開，標誌着粵港澳為賽會作好了全面準備。

運動員9城分級 無需來回奔波
「本屆殘特奧會與十五運會是一支籌辦隊伍辦兩個運動會，採用同一個

會徽、同一套吉祥物、同一支火炬，這在全國全運會和殘特奧會歷史上是
首次，體現賽會對殘疾人體育的關懷。」陳學軍說。
這種關懷體現在每一個環節。運動員分級是殘特奧會的核心，事關賽事

組織是否順暢和比賽公平、公正。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本屆殘特奧會
共有1,600名運動員需要分級，和歷屆殘運會、殘奧會、亞殘運會不同，
組委會不統一在某地對運動員分級，而是設立1個分級中心和16個分級
點，分級點分別設立在廣州、深圳、佛山、惠州、東莞、肇慶、珠海和香
港、澳門9個賽區。同一屆賽事的運動員在9個城市進行分級，創造了國
內外同類賽事先例。
「雖然給主辦方的分級組織帶來挑戰，但方便了運動員。我們多做一

點，殘疾人運動員就少奔波一點。」陳學軍說。

線上小程序呼叫 線下瞬時響應
輔具使用事關運動員的比賽成績，為此，廣東調動了全省的輔助器具服

務力量，配置19輛專業服務車，84名技術保障人員，對輪椅、假肢、矯
形器等高頻需求設備，準備了2,000多套維修工具和備用件，確保設備故
障「即報即修」。同時，除了設立線下保障中心、保障服務站、流動服務
車三級保障體系，還專門開發出「粵輔通」無障礙助殘小程序，可實現線
上呼叫，線下瞬時響應。
至於參賽、觀賽人員的吃住行，則更事無巨細。陳學軍介紹，比如，盲

人項目增設盲道，布設了語音提示系統。聾奧項目增加閃爍門鈴，安排手
語翻譯系統。借助無障礙設施，殘疾人運動員、殘疾人觀眾從停車場到比
賽場、從休息區到觀賽區，從一個場館到另一個場館，從一個城市到另一
個城市，都能暢行無阻，甚至殘疾人坐着輪椅往返粵港澳觀賽、遊覽，都
不存在障礙。
科技助殘是本屆殘特奧會的最大亮點。殘特奧會廣東賽區執委會高科技

產品展示專班副組長陳海龍介紹，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助殘有着得天獨厚的
優勢，比如，廣東輪椅、助行器等產品全國市場佔比接近60%，康復機器
人產品產業規模佔全國42%。

智能輪椅輕鬆往返 導盲兔隨時隨地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發布會現場展示了7款將運用於十五運會和殘

特奧會高科技輔具產品，有的專門為殘疾人研發，有的面向全部人群。由
一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導盲兔」AI視覺智能伴侶，利用
攝像頭AI視覺技術，可將眼前的場景通過語音轉述給視障人士。公司
CEO白瑞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導盲兔內置4G網絡，擺脫手機束縛，可
適配眼鏡、盲杖，也能手持或作為吊墜佩戴，隨時隨地開啟智能輔助。值
得一提的是，它不僅能精準識別環境，幫用戶尋找物品，還能快速辨認熟
人，非常好用。
由佛山東方醫療設備廠有限公司展示的自動摺疊電動輪椅，可一鍵觸控

自動摺疊，通過手機App可操控、遙控駕駛，遠程出發自主摺疊，不論是
坐輪椅還是乘車，都可實現自主出行與收納。公司負責人介紹，在安全保
障方面，輪椅的主動監護系統實現厘米級實時定位，同步追蹤歷史軌跡，
越界即預警。據悉，屆時，這款摺疊輪椅還將部署到香港賽區。
陳學軍表示，在殘特奧會辦賽、參賽、觀賽等各環節，組委會想方設法

設置應用場景，賽會將成為展示大灣區科技助殘能力和水平的舞台，同
時，也相信今天的推廣和示範，就是老百姓明天的生活必需品。

小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