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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励志了！虽然没有腿，但他热爱
游泳、健身、举重等运动，曾获得河南省游
泳亚军和平顶山市举重冠军。他还很自
信阳光，每次看到他都会受到鼓舞。”前段
时间，杜海在健身房内坚持锻炼的视频无
意间被人传到微信朋友圈后，引发大家广
泛关注。一时间，他成了大家追捧的“网

红”，也引起了央视综合频道《幸福账单》栏
目组的关注。

在《幸福账单》节目中，他展示了单杠
引体向上、双杠引体向上、花式俯卧撑等健
身动作，他自信开朗的笑容、娴熟的健身动
作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赞叹。
最终，他从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闯关，

圆了自己的健身达人梦，也获得了栏目组
的一万元奖励基金。

“血液里流淌的执着让我在每个困难
时刻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看，我
很感谢自己的坚持，未来我也会一直坚
持！没有谁能阻挡你成功，除了你自己。”
回顾自己的健身之路，杜海这样说道。

励志逆袭成“网红”：“走”进央视终圆梦

一双手、俩方凳、挪着走……

他这样“走”进央视舞台

杜海今年27岁，家住卫东区鸿鹰
街道天宏社区。他身高仅有一米，体重
不足百斤（1斤=500克），长得也说不上
帅气，但他一笑起来仿佛阳光照过，给
人一种安静与和善的感觉。这是记者
11月5日见到他时的印象。

1997 年，5 岁的杜海在路边玩耍
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双腿粉碎性骨
折。高位截肢手术后，他的生命被贴上
了“无腿”的标签。

童年的不幸，没让他失去生活的信
心，反而让他更加坚强。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学会“走路”。

种种尝试之后，他想到了一个办
法：用双手抓着两个小方凳支撑身体
向前挪。摔倒、爬起，凳子坏了，换一
对……不知道摔倒多少次，杜海又学会

“走”了：用双手代替双腿，抓着方凳
“走”起来。

洗衣、做饭、整理房间，会“走”后杜
海啥都要自己来。

“会走路没几年，腿没了；刚又学会
‘走路’，父亲又没了，孩子那几年可没
少遭罪！”妈妈胡大敏回忆起杜海用双
手和两个小方凳支撑学“走路”的情景，
心疼地抹起了眼泪。

“弟弟那时还小，手臂根本没有足
够的力量支撑身体，更不要说向前移动
了。刚开始他都是爬着走，用胳膊支撑
着身体在地上爬，身体几乎擦着地，他
的胳膊肘、手掌还有腿根处磨得都是血
泡和茧子。可他咬牙坚持了下来。一
年多后，他用方凳学“走路”时，为让方
凳用得时间长一点，就把凳子四个角处
缠上厚布。”姐姐杜雪比杜海大 3 岁。
在她的印象中，弟弟杜海从小就特别有
毅力。上小学五年级后，他就坚持不再
让妈妈接送，自己用手撑着方凳“走”去
学校。从初学“走路”时的艰难挪动，到
如今“走”得飞快，光他用坏的小方凳就
有十多对。

顽强“长”出“双腿”：
小方凳用坏十多对

“妈妈把我们姐弟三人拉扯大不容
易，我要努力自食其力，让她过上好日
子！”这是杜海遇到困难时用来勉励自己
的一句话。

杜海的妈妈才50岁出头，可由于常
年操劳，岁月已染白了她的双鬓。

杜海说，他的坚强其实主要是受妈妈
的影响。那年，5岁的他失去双腿后，母
亲甘愿变成让他依靠、给他力量的“贴身

保镖”。8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没有
埋怨生活的不公，擦干眼泪，一边捡破烂、
四处打零工供他们姐弟三人上学，一边抽
时间照顾他，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16岁时，他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不
错的高中，却被学校拒绝了。杜海说，为
了让他有学上，母亲急得哭了好几次。从
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我无法改变无腿
的现实，却能改变我自己。不能再让母亲

当我的‘保镖’了，以后的路我必须自己走
下去。”继续上学的路走不通了，那换条路
试试？说干就干，他独自一人跑到郑州一
所家电维修学校学习手机和电脑维修技
术。学成后，他先在外地的一个手机生产
厂里打工，随后用打工挣的钱买了一辆小
电动三轮车当“脚力”，回平顶山后在一家
手机店里当维修人员，基本实现了自食其
力。

“贴身保镖”下岗：逆境中坚强成长

知道他的遭遇后，很多人替杜海惋
惜，他自己却淡然表示：早已习惯这样的
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以接受的。他与
许多年轻人一样，热爱生活，有自己的梦
想。

杜海说，他从小就喜欢各种运动，但
失去双腿让他的运动之路走得相当艰
难。十多岁时，为了加强手部和双臂的
力量，他常在市体育村的单双杠上训练，
太矮够不着杠子，他就站在凳子或轮椅
上一点一点往上爬；后来练举重，十几公
斤重的杠铃常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初
学游泳时最难熬，经常一下水就失衡呛
水，没办法，没有腿的他在水中就好像一
艘船没有舵，完全没有方向感和平衡
感。正常学游泳的人双手扶着打水板就
能下水，他却只能将浮背绑在腰上，一点
点地适应泳池……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4年，杜海在
河南省残运会上一举夺得男子200米蛙
泳亚军；2018年，他在平顶山市第六届残
运会上夺得55公斤级别举重冠军，被誉
为神臂壮士。

“他性格开朗，自信善良，还特别能吃
苦，一个动作不会，他会反复练习，直到学
会为止。”杜海的游泳教练，现河南省残联
专业游泳队教练马云鹏这样评价杜海。

除了学游泳和举重外，杜海还爱上了
健身。昨天上午，在市区联盟鑫城附近的
一个健身俱乐部内，杜海在跑步机上“奔
跑”，做杠铃推举、臂力拉伸等，动作娴熟
又有节奏感。除了个头低，换训练项目时
要手撑小方凳“行走”外，杜海与其他健身
者没什么两样。

“他是我们的榜样，平时除了天气不
好时，他几乎天天来锻炼，比大多数人都

坚持得好！”正在健身的郭豫慧说。
经常与杜海一起健身的袁俊豪说，杜

海是他们健身俱乐部的“明星”，在今年江
苏省盱眙县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奥赛之
夜”健美大赛和在江苏省淮安市举办的

“华国队——源水阁”体育文化节“世界奥
赛之夜（中国区）”健美大赛中，他均获得
60公斤级青年组健身冠军！

“我觉得弟弟特别努力，如果换成
是我，说不定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杜雪
说，弟弟刚学游泳那段时间，回来都是
浑身酸痛，身上还总有一块块的瘀青，
家里人心疼，劝他放弃，他却说，既然选
择了就坚持吧。后来练习健身，他都是
抽空去锻炼。前段时间为了备战江苏淮
安的健身赛，他一日三餐基本都是煮红
薯和蒸南瓜，再加上只放一点盐的水煮
鸡脯肉……

挥洒青春和汗水：运动达人坎坷健身路

11月5日，对于无腿青年杜海来
说意义非常。这天，在央视综艺频
道《幸福账单》栏目里，靠着一双手、
俩木凳，一步步艰难“行走”的他力
挫群雄，赢得一万元幸福基金的同
时，也在央视这个大舞台上成功展
示了自己，圆了自己的健身梦。

但是，在这之前，却很少人有人
知道，他的生活就像一部挑战史：

5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他永远失去了双腿。

8 岁时，父亲因病永远离他而
去，坚强的母亲擦干眼泪，靠捡破烂
和四处打零工，拉扯他姐弟三人长
大……

16岁时，他初中毕业，考上了一
所不错的高中，却被学校拒录。

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
淡然笑对。他学走路、学游泳、学健
身、学网络直播、学家电修理和手机
维修技术……

2014年，他在河南省残运会上
夺得男子200米蛙泳亚军。

2018年，他在平顶山市第六届
残运会上夺得 55公斤级别举重冠
军。

2019年，在江苏省盱眙县举办
的第十届中国“奥赛之夜”健美大赛
上，他获得了青年组健美冠军。

他用笑容和坚持，改写了自己的
命运，也实现了自己的健身达人梦！

昨天，杜海在市区一家健身房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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