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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赛场激战正酣。北京冬奥会
主媒体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
技术史专业博士生徐雅纯和她的小伙
伴们在此次冬奥会中的“赛场”。

面对来去匆匆的新闻记者，志愿
者要随时提供帮助，没有“工作时
间”和“非工作时间”一说。从主媒
体中心试运行首日至今，徐雅纯作为
最早上岗的冬奥会赛会志愿者之一，
主要负责各国电视转播商入驻主媒体
中心期间，工作间设备以及办公用品
的租用、维护和咨询服务。

这个“赛场”上，没有比赛过程
中的速度与激情，却需要足够的细心
与耐心。大到桌椅板凳，小到打印
机、上网宽带账号等，都需要工作人
员一一登记并协助配齐。

“有的媒体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

会发来一封长邮件，需要我们更细
致、更耐心。”面对每日的繁琐与忙
碌，徐雅纯笑言：“跟来自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媒体打交道，很有挑战性
也很有意思，更是一个了解世界的
好机会。”

除了为转播商提供设备物资方面
的服务，徐雅纯和伙伴们还要为媒体
记者指引路线。她所在的工作团队有
个对外接待的值班台，经常有媒体记
者过来询问某个工作间的具体位置或
者卫生间、医务室所在地。为此，他
们记下场馆布局和各种设施的位置，

“对每个角落都了解才能做到有问必
答。”徐雅纯说。

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徐雅纯
还要做工作简报，汇集、上传大家的
工作照片及文字信息等，有时还会协

助带队老师发放志愿者保障物资。很多
工作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之所以能够
游刃有余，得益于她上岗前接受的志愿
者综合素质培训。

徐雅纯告诉记者，由于中国科学院
大学的大部分志愿者都要在闭环中工
作、生活3个月的时间，学校之前还特
意安排了心理学讲座，教授各种心理疏
导的方法，帮助大家顺利完成冬奥志愿
服务任务。

“在冬奥志愿服务中的每一天每一件
事，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每天忙忙碌
碌，在服务过程中尽力做好每件事，徐
雅纯感到很充实，身为志愿者希望可以
为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最近，她正准
备参加为白血病患儿提供假发的“金丝
带”活动，等冬奥会结束后，就把留了
几年的长发寄出去，让这份温暖延续。

“每一天每件事，都特别有意义”

当冰雪与中国相遇，当“中国式浪漫”与开幕式碰撞，彰显了我们的文化底蕴，
用无限色彩勾勒出华夏大地的万千气象，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国家体育场上空，
不禁让我热泪盈眶。冬奥有我，一起向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 芦婉晶

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人类在追求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也成就自我。在谷
爱凌的身上，我看到了天才天赋的耀眼，看到了自信自强，看到了对突破自我的不
懈追求。 ——北京师范大学 张子艺

这个冬天，我们共度“冬奥年”。在首钢园，我们为来往游客介绍首钢园的百年
工业遗存，发放冬奥宣传册，普及冬奥知识，带动全民共享冰雪盛宴。微光成炬，向
光而行。冬奥会，我们来啦！ ——首都师范大学 韩雪馨

在冬奥公园，我双手高举点位牌，挺胸抬头，精神抖擞，高标准完成了火炬传
递任务，以昂扬的斗志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风貌。参加冬
奥会城市志愿服务的这段时间，必将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光。

——首都师范大学 汪泽洋

2月 7日至9日，首钢滑雪大跳
台举行了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
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
的比赛。

比赛期间来自北方工业大学的
80名志愿者为参赛观众提供路线引
导、停车秩序维护、语言沟通交流、
疫情防控提醒等志愿服务，为保障赛
事顺利进行贡献了青春力量。

记者从共青团北京市石景山区委
员会获悉，伴随着冬奥会盛大开幕，
石景山区有6700名城市志愿者正式
进入赛时服务保障阶段，用最温暖的
微笑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袁晨皓就是其中的一名冬奥城市
志愿者，赛事期间参与观众引导、秩
序维护、疫情防控等工作，是一名

“全能型”志愿者。
2月8日，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产

生首枚金牌，中国选手谷爱凌作为金
牌的有力争夺者，将在这个宛如公主
水晶鞋的场馆里为观众带来一场冰雪
视觉盛宴。

对于袁晨皓来说，他最大的工作
任务就是为当天观赛的观众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

早上6点，他开始起床洗漱，穿
戴好全套“志愿蓝”装备，整理好仪
容仪表，便和同学一起前往志愿服务
站点，开启一天的志愿服务。

8点，志愿者们已经就绪，为全
天的工作做最后的准备，检查站点防
疫物资是否齐全、引路标识是否就

位，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接送观众的大巴车陆续抵达

现场，袁晨皓高举手中指引标识，引导
大巴车停至指定区域。“大家跟着我往
这边走”，随后他引领观众至安检口，
并在路上为观众介绍观赛的注意事项，
每讲完一个注意事项他都会以“我们一
起为谷爱凌加油”作为结束语。

早上 10点，观众已完成落座，
比赛正式开始。袁晨皓和志愿者一起
在场外时刻关注着比赛进程，共同期
待谷爱凌的表现。

“谷爱凌第一跳非常完美，93.75
分，在第一轮结束后暂时排名第

二。”“第二跳左侧转体1080°，88.50
分，依旧惊艳。”“第三跳，谷爱凌完成
难以置信的一跳，94.50分。”袁晨皓
不时为大家播报比赛结果。

“冠军，冠军，冠军，谷爱凌是冠
军！”当谷爱凌拿下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决赛金牌后，来自北方工业大学的
城市志愿者们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

“那一刻我真是太激动了，我见证
了谷爱凌夺金的瞬间，作为一名城市志
愿者，能在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
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见证中国
选手的精彩表现，这种感觉太棒啦！”
袁晨皓说。

“我见证了谷爱凌夺金的瞬间……”

用最温暖的微笑完成最艰巨的任务用最温暖的微笑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来自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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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硕彦，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学
院本科生，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馆公
共卫生领域志愿者。

“场馆闭环人员的日常核酸检
测、场馆内水质及空气质量检测、赛
事间隙消杀……直面疫情高风险，为
冬奥场馆‘排疫’，就是我们的日常
工作。”魏硕彦说。

场馆闭环内人员的核酸检测，是
冬奥会闭环运行模式下每天必须完成
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是为数不多要穿着防护服

成为‘大白’的志愿者，协助采样人
员完成扫码登记工作，以及场馆内人
员的核酸检测等任务。”魏硕彦表
示，在高风险区域内直面“风险”是
每天“大白”志愿者工作的常态。同
时，冬奥场馆内水质及空气质量的现
场快速检测，也是他们每天要承担的
任务。“为了得到广泛的样本，每次
检测任务都需要我们前往遍布在场馆
内的各个点位。每天用脚步去丈量这
座‘冰之帆’，让我们的日均步数居
高不下。”魏硕彦说。

冰球比赛是冬奥会中场次较多的项
目之一，国家体育馆拥有竞赛馆和训练
馆两大场馆，赛事期间每天都有密集的
竞赛及训练安排。为了防疫工作与正常
赛事运行不冲突，每一场竞赛或训练结
束后都需要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人员抢
跑在第一线，开展环境核酸采样及消杀
工作。

“我们志愿者要做的便是及时协助
对接好当中的工作信息。这要求我们一
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为了不出
差错，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场馆错综
复杂的运行安排中梳理出明晰的工作时
间线。不忽略一条信息、不漏掉一处细
节，将信息对接工作保障到位。”魏硕
彦说。

在日常固定的工作之外，志愿者们
更需要做一块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

“砖”。由于场馆的运行是不间断的，有
时甚至是不在岗位上，志愿者们也要完
成一些报送工作，并且随时待命以准备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对此，魏硕彦已经
习以为常：“即便遇到棘手的事情，我
们也始终保持青年志愿者应有的担当，
肩负好作为场馆公共卫生团队一员的责
任与使命，同心竭力为场馆防疫工作发
一分光和热。我们会与千千万万的志愿
者一道，向全世界讲好‘双奥之城’的
温暖故事，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在这
个春天一起向未来！”

为冬奥场馆“排疫”的“大白”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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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准备迎接元宵佳节

袁晨皓和队友们一起出发开启一天的志愿服务

魏硕彦在进行生活饮用水质量现场快速检测

赛场上的志愿者们 冬奥志愿者撷影

“

”

自 1 月 25 日全面上岗以来，
众多的青年志愿者们参与了全流程

“沉浸式”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行，与此同时
他们对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对冬奥会有了更深的情感。
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北京高校青年
志愿者们对冬奥会的花式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