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414

·体育
2021.9.3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渐/版面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刘宁宁

这些年，一直站在聚光灯下的国足，收获了全国球迷们热切关注的目光，表现却不尽如人

意。与此同时，另一支“国足”却披荆斩棘屡获佳绩，冲出亚洲，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热——他们

就是中国盲足。

在本届东京残奥会上，中国男子盲人足球队已顺利冲进四强，并有望夺得奖牌。而在这支“国

足”队伍中，有全队唯一一位健全人，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守门员吴利民。

奥运会拿牌？

国足做不到的事，盲足有望圆梦

哪怕眼前一片黑
凭着感觉也要全力跑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李文瑶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李文瑶

试想一下，当你站在绿茵场上，带着眼罩，

身处黑暗之中，耳边不时传来队友“喂”、“喂”

的声音，你的正前方，是引导员发出的金属敲

击声，你的身后，是守门员高声指挥防守的声

音，而你的身侧，突然传来一阵铁珠滚动，撞击

铁片的声音，球来了⋯⋯

“这就是盲足运动员在场上面对的情景，既

要分清指令要求，又得第一时间执行配合。”吴

利民笑道，正常情况下，健全人可以依靠视觉和

身体感知来控制足球的运行路线，但如果蒙上

双眼，传、控、带、射门等基本动作的难度大大增

加。更重要的是，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人会失

去方向感，这是球员面对的最大障碍。

在克服方向感之后，球员们要想提升脚下

技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一个动作都要靠教

练演示后，通过触摸去感受发力部位和动作幅

度，并通过无数次的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

忆。所以培养一个盲足运动员耗费的时间，往

往是普通足球运动员的三倍，而呈现在观众面

前的娴熟的盘带技巧，背后更是有着无数的心

血。

虽然看不见，但盲人运动员在其他方面，

却有着更灵敏的感知能力。刚接触盲足时的

吴利民，曾因为好奇做过一些测试：他轻手轻

脚地跑到盲足运动员面前站定，两米以内，哪

怕一声不吭，也会瞬间被盲人运动员察觉；还

有一次，他轻拍了一下盲人运动员后快速跑

开，结果运动员愣是凭着感觉找到了他。

相比指挥盲人运动员跑位防守，让他们无

条件信任你，才是决定比赛的关键。“只有他们

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你，才能踢得开。”2019 年

入选国家队后，除了训练，吴利民和盲人运动

员吃住在一起。生活中，他是运动员口中的

“吴哥”，除了和队员打牌、下棋，他还会帮大家

安排理疗，并充当队友的点餐员；“我常跟他们

说，训练的时候，我很严厉，你们要听从指挥，

但是训练之外，你们可以把我当做哥哥，我们

也是朋友。”

盲足又称“喂之队”
他们的付出至少三倍于常人

31 岁的吴利民毕业于嘉兴体校，从接触

足球开始，就是专职守门员。2010年，在杭州

一家足球俱乐部踢球的他，收到了省残联递来

的橄榄枝。“他们过来看了我踢球，就问我有没

有兴趣做盲人足球队的守门员。”

盲人足球队？首次听到这名字吴利民颇

感兴趣，抱着一试的心情，他就此开启了盲足守

门员生涯。因为运动员的特殊性，盲人足球队

从用球到比赛方式，都与常见的比赛有所不同。

盲足比赛用球内含铁片和铁珠，在比赛过

程中，通过铁片与铁珠的碰撞声，来帮助盲足

运动员定位找球。所以和普通足球相比，盲足

用球分量更重。

最特别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作为守门员

的吴利民同时也是场上的指挥官。“盲足比赛

中，担任指挥的共有三人，场边教练、引导员和

场上的我，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区域。”吴利民表

示，在所管区域中，他需要第一时间分析场上

形势，向盲人运动员发号施令，如：“向左，45

度，踢！”

这一变化，首先给吴利民的嗓子带来了不

小的负担。2010 年成为盲足守门员后，在同

年的全国残运会上，他第一场比赛就声带磨

损，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以前在绿茵场上，

守门员哪这么废嗓子。”

什么时候该出声，声音高低、语速该如何

随着场上形势变化，这一度是吴利民训练时的

课题。“日常没有训练的时候，我也会和队友多

聊天、沟通，最后形成一套我跟球员间专属的

场上交流方式。”

给盲人守球门，比寻常比赛更困难。在注

意足球走向的同时，还得指挥队友防守、带球、

射门，“这比光守门要难得多了。”

从接触足球起，吴利民就有个“奥运梦”。

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水平，可能连奥运会的边

都摸不到，所以如今站在残奥会赛场，也是用

另一种方式圆梦。此次进入四强，已经平了五

年前里约残奥会的成绩，“如果能带一块奖牌

回去，那我与盲足的这十一年，也有了一个非

常圆满的结果了。”

热爱足球的嘉兴小伙
用另一种方式圆自己的奥运足球梦

本报讯 昨日，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第三阶段（12强赛）B组首轮首场比赛在日本大阪

的市立吹田足球场打响。作为小组第1档球队，日本

队爆冷在主场以 0∶1 不敌同组第 5 档球队阿曼队。

而这场失利，也让国足的出线形势变得严峻。

排名亚洲第一的日本队是12强赛一档球队，球

队大名单中一大半是留洋球员。在外界看来，日本

队于情于理都应该在这个对手身上全取3分。然而

比赛的进程却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日本队派出了包括吉田麻也、酒井宏树在

内的多名旅欧球员首发，但受到大雨的影响，球场湿

滑的草皮限制住了日本队的技术发挥，以往娴熟的

传接球频频出现失误。另一边，阿曼队凭借强硬的

防守挡住日本队攻势，并抓住对手失误机会，频频发

动反击。

下半时开场不久，日本队老将长友佑都禁区内

手部触到皮球，当值主裁哈桑一度判罚点球，但经过

VAR 提示后，他取消了点球判罚。不过，躲过一劫

的日本队，最终还是没能避免丢球结局。第 88 分

钟，阿曼队替补球员伊萨姆接到队友右路助攻球后，

扫射打入全场唯一一粒进球。

阿曼队爆冷击败强大的日本，也给同组的中国

男足提了个醒：12强赛的对手实力都不俗。尽管澳

大利亚、沙特、日本是国足晋级世界杯的劲敌，但越

南与阿曼这样的黑马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可以预

见，国足想要抢到晋级名额，甚至是较好的名次，都

将面临重重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9 月 7 日的 12 强赛第 2 轮比赛

中，国足将与日本队交手。首轮失利的日本队想扭

转颓势，下一场就势必要全取三分，对于国足来说这

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曼队能够战胜日本

队，对中国队而言也构成了积极的心理暗示，这是一

次典型的“以弱胜强”案例，中国队亦可以从中收获

更多信心。正如主帅李铁在出征西亚前说的那样，

“不是说你实力比我强，我就没有赢你的机会”。

十二强赛日本队开门黑
让国足的出线难度陡增

盲足闯入东京残奥会四强 视觉中国供图

十二强赛首轮日本队主场不敌阿曼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