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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站上世界之巅，成为第一位无腿登顶珠峰的中国人———

夏伯渝：挑战人生的“无腿勇士”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群新中国同龄人，与国家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经历，是新中国75年历史的生动写照；他们的故事，
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为展现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发展历程，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别推出“新中国同龄人口述史”系列报道。在他们的口述中，我们能看到国家家在经
济、科技、文化、社会、艺术等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受到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故事，平凡却却真实，饱含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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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珠峰，双腿截肢

我叫夏伯渝，1949年7月出
生于重庆，名字中的“渝”是父
母为纪念我的出生地而起，希
望我继承重庆人耿直豪爽、吃
苦耐劳的品性。

我对重庆的印象很模糊，
只在那里生活了六年，就跟随父
母来到青海。当时为了响应国家
支援三线城市的号召，我父母选
择支援边疆。荒凉，是我对青海
的第一印象，就连西宁市区里也
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跟重庆相
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在青海，我展现出了自己
的运动天赋，成为一名足球运动
员。1974年，在看到中国登山队
的招募信息后，我果断报了名，
谁知道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决定，
却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登
顶珠峰远比现在艰难。1975年
以前，中国仅有3人完成过这一
壮举。那时的登山设备极为简
陋，也鲜有前人开辟好的道
路。连登山的梯子都没有，如
今先进的上升器、下降器更是

无从谈起，我所在登山队的任
务，就是在登山路上铺设“中
国梯”。

由于没有精确的天气预报，
初登珠峰，暴风雪的突然来袭，
让登山队在8600米高处被困两
天三夜，队友的睡袋也意外跌落
山崖。当时我由于不怕冷被人称
为“火神爷”，年轻气盛的我没有
丝毫犹豫，将自己的睡袋让给了
队友，但这一举动却使我被冻
伤，双小腿截肢。

躺在病床上，我感觉失去
了人生方向，直到一位外国专
家告诉我，如果安装假肢，仍
有登上珠峰的可能。

全世界能登顶珠峰的人寥
寥无几，更不要说依靠假肢去攀
登，这番话在旁人眼中简直是天
方夜谭，但我对此却深信不疑，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病房里训练。

罹患癌症，信念未垮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假
肢技术还不成熟，身体与假肢
接触的部位总会被磨伤。久而
久之，难以愈合的伤口发生了
癌变，癌细胞转移至淋巴，在
1996年被确诊中晚期淋巴癌，

但癌症无法将我击垮，每天的
锻炼计划照常进行。在先后经
过四次手术和一次化疗后，我
的淋巴癌被治愈了。

我从来都不认为癌症拖延
了我挑战珠峰的脚步，阻碍我的
只是假肢技术还不够成熟。可以
说，我这50年的攀登路，就是一
部中国假肢的发展史。

1974年，我跟随中国登山
队来到北京，1978年改革开放
后，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对我个人而言，最为激动
的还是假肢技术的发展。2011
年，我终于换上了钛合金假
肢，这足以支撑我挑战珠峰，
沉寂许久的“珠峰梦”苏醒了。

坚持不懈，挑战珠峰

2014年，距离我报名中国登
山队已经过去了40年，我又一次
站在珠峰脚下。可这次我却遇到
了雪崩，遗憾下撤。接下来两年，
我又遇到地震和暴风雪，最近的
一次距离山顶仅94米，我曾想不
顾一切冲上去，但看到身边的几
位高山向导都是像自己刚加入
中国登山队时一样的年轻人，还
是不忍心地选择了下撤。

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
难选择。2018年5月14日，我第五
次挑战珠峰，终于站上了世界之
巅，成为第一位无腿登顶珠穆
朗玛峰的中国人。其实，不是我
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接纳了
我。放眼望去“一览众山小”，但
我却没有想象中激动，回想起一
路走来家人的支持与关爱，感到
很愧疚，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凭借无腿登顶珠峰的瞬间，
我荣获2019年劳伦斯年度最佳
体育时刻奖。从姚明、刘翔、李娜
到谷爱凌和我，中国运动员在世
界体坛的影响力已然慢慢扩大，
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中国优秀
运动员登上劳伦斯领奖台。

是信仰支撑着我一直坚持
不懈地挑战珠峰。但我的信仰却
并不只是登顶珠峰，而是一直去
挑战自己。登顶珠峰后，我又先后
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
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非洲
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我接下来
的目标是完成“7+2”计划，即七大
洲最高峰和南极点、北极点。

有梦想就一定要坚持。我一
直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即
使这一生没有登顶珠峰，我也不
会后悔攀登的过程。

郭辰昊 刘志坤 济南报道

记者 赵清华
通讯员 朱树学 济南报道

公平公益

报名系统畅通无阻

为确保培训资源惠及每一
家建筑施工企业，济南市人社
局、住建局与安培职业培训学
校携手，创新推出“工伤预防
在线报名”系统，实现了培训
报名的全公开、全透明。该系
统自上线以来，迅速成为企业
参与培训的首选通道，不仅简
化了报名流程，更极大地提高
了报名效率。截至目前，已有
340家企业踊跃参与，超过6000
名学员完成注册报名，体现了
企业对工伤预防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积极响应。

济南市某中小企业负责人
刘先生表示，这个在线报名系统
非常方便，让他们这些中小企业
也有机会参与到这么专业的工
伤预防培训中来。这不仅体现了

公平公益，也为企业的安全生产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特
别是对于施工总承包企业、大
型专业承包企业及施工劳务企
业，培训方灵活，采用“送培
训进企业、进工地”的定制化
服务模式，通过限定名额班
期，确保培训资源精准投放，
实现了培训内容的深度覆盖与
高效传播。

便民利企

班期安排科学合理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精心设
计了涵盖高处作业安全、脚手
架搭设与拆除、电气安全、机械
操作规范、紧急救援技能等在
内的全面课程体系，既注重法
律法规的普及与规范解读，又
强化典型案例的剖析与实操演

练，确保学员能够学以致用，真
正将安全知识转化为保护自身
与他人的实际行动。

为解决工学矛盾，确保企业
在不影响正常施工进度的前提
下参与培训，济南市安培职业
培训学校深入企业一线调研，
科学规划培训时间与地点。在
市住建局的指导下，学校不仅
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6个教学
点，覆盖了市区、长清、章丘、平
阴、济阳 (商河 )、钢城 (莱芜 )等
区域，还精心安排了灵活多样
的班期，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就
近参加培训，减少了对企业工
期的影响，赢得了广泛好评。

一位来自章丘某建筑企业
的员工说，以前参加培训总是
要跑很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
就能参加，既不耽误工作，又能
学到实用的工伤预防知识，真
是太方便了。

培训实效

长效机制筑安全防线

培训过程中，济南市安培职
业培训学校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采用线上线下融合、VR虚拟场
景与项目现场相结合的先进手
段，使学员能够在沉浸式的学习
环境中，直观感受施工安全的每
一个细节，熟练掌握危险因素的
识别与防范技能。这种教学模式
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实
效性，更激发了学员对安全生产
的深刻认识与高度责任感。

为确保培训成果落地见效，
济南市安培职业培训学校建立
了完善的培训效果评估与反馈
机制。每期培训结束后，学校都
会通过“学员评价教学表”收集
学员意见与建议，以便及时调整
教学内容与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与效果。同时，学校还组织了严
格的网校平台考试，对学员的理
论与实操能力进行全面检验，考

试合格者将获得培训合格电子
证书，作为其安全生产知识与技
能的权威证明。同时，济南四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建
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
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长兴建设集团、山东三箭集
团有限公司等建筑企业与培训
方在新员工入职必训、老员工定
期复训、重点岗位专项培训等方
面达成长期合作意向，建立起工
伤预防安全培训长效机制。

济南市安培职业培训学校
的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
的培训，不仅能增强建筑行业
从业者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更
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据了解，截至9月底，2024年济
南市建筑行业工伤预防宣传培训
预计将完成培训人数4700人。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培训方将继续努
力，确保在2024年11月底前，完成
年度培训任务，为济南市建筑行
业的安全生产贡献力量。

济南市建筑行业工伤预防培训成效显著，筑牢安全防线
在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的

理念引领下，2024年济南市
建筑行业工伤预防宣传培训
正在进行。宣传培训活动由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主办，济南市安培职业培
训学校承办，旨在为全市建
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筑起
一道坚实的防线。

济南市工伤预防在线报名系统。

济南市安培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入企培训——— 海姆立克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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