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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是人生中的难忘记忆；永恒，是全人类的美好愿景。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
会落下帷幕，闭幕式突出呈现“在温暖中永恒”的核心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的这场“冰雪之
约”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张张口罩下的笑脸、一声声真诚的“你好”、一次次关心的“举手之劳”……乍暖还寒
时，在冬残奥会赛场内外，无数志愿者用亲切的微笑和细致的服务，为世界绘就了一抹斑斓的
色彩，让各国友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美好与温暖。

从春天出发“在温暖中永恒”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服务撷英

本报记者 舒迪 赵莹莹 顾磊

由于被服务对象的身体
状况较为特殊，冬残奥会的
志愿服务相较于冬奥会，不
仅要掌握服务残障人士所
需的知识和技能，还要以
开放热情包容的心态，让
运动员们感受到体贴温暖
的人文关怀。

在 冬 残 奥 会 开 始 后 ，
国家体育馆体育业务领域
志 愿 者 吴 松 泽 的 最 大 感
受，就是“以平等的心态
对待所有人”。

据他介绍，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轮换期间，在场馆冰
面改造方面，国家体育馆将
冬 奥 LOGO 改 造 为 冬 残 奥
LOGO，同时为了使运动员
乘坐冰橇能够更好地上下冰
面作业，将运动员入场的板
墙变成了透明板墙，并进行
了浇冰，以便于运动员上下
场地。此外，他们还对运动
员的更衣室进行了置换，根
据残奥运动员的标准对更衣
室环境进行微调。

“为了帮助运动员更好
地上下冰面，从更衣室到运

动场馆和竞赛场馆的路程，
我们安排了专门的推车，运
送运动员装备，并在推车上
放置地毯，保护装备免于磕
碰。同时，我们提供了轮椅
供运动员选择，以便他们从
更衣室到训练场馆和竞赛馆
之间路途更加便利。”吴松
泽告诉记者。

冬奥期间，运动员热身
主要是通过骑行单车。在冬
残奥会时，吴松泽和同事们
把单车改为手摇器，方便运
动员对于上肢进行热身，并
且调整了其他相关细节。

“ 运 动 员 来 自 不 同 国
家，不同国家、不同运动
队以及运动员比赛和休息
的需求都不尽相同，我们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会
尽量满足各种需求，也会
根据运动员的需要对场馆
设施进行一些微调。”吴松
泽说，通过几天的服务和
交流，充分感受到残障运
动员百折不挠和乐观向上
的精神，还有他们奋勇拼
搏的意志品质。

从冬奥“无缝”切换到冬残奥

“通过线上课程，我们
学习到了如何正确感知运
动员的需求、如何辅助残
障运动员推行轮椅等。”为
了 更 好 地 提 供 服 务 ， 自
2021年10月成为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志愿者以来，延
庆冬残奥村志愿者主管郑
伟博和志愿者们一直在努
力。

在冬奥会向冬残奥会
转换期时，志愿者协助场
馆在44小时内完成了95处
无障碍设施以及形象景观
的升级和改造。同时，还
根据冬奥村内残障运动员
流线进行了多次的模拟演
排。

“志愿者们蒙上双眼、
乘坐轮椅，体验运动员的
每一条行动路线，提前解
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运动员来到冬奥村之后，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带他们
熟悉村里的环境，让他们
能够更加自如地在村里生
活。”郑伟博说。

针对冬残奥会服务对
象的不同，冬残奥村增加
了很多暖心细节：在运动
员乘坐的摆渡车上，新增
了固定轮椅的锁扣；在运
输行李时，志愿者们会为
残疾运动员的特种器械包

覆专用覆膜；运动员餐厅
增设了盲文菜单区，志愿
者会引导视障运动员通过
触摸获取菜品信息；根据
要求，餐饮志愿者将菜牌
位置由菜品上方调整为与
餐台平齐，方便轮椅运动
员查看、取餐；甚至无障
碍卫生间内扶手角度、各
个无障碍通道的坡度角都
进行了专门的设置，残奥
整合志愿者们都会时常进
行检查与测量。

“在需要的时候给予运
动员们便携、恰当、温馨
而专业的服务，是我们工
作最大的意义。”郑伟博
说。

延庆冬奥村是依山而
建的半开放式庭院，每一
处风景都是运动员们的打
卡胜地，可以在观景台上
观赏中国古村落遗址，无
差别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农历二月初二，是中
国传统节日“龙抬头”。延
庆冬残奥村内，10 多名志
愿者组成的舞龙舞狮团队
现场表演，让运动员们连
连 点 赞 。 在 冬 残 奥 会 期
间，闭环内运动员们的生
活丰富多彩，冬残奥之旅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冬残奥村的美好回忆

家住怀柔区的孔扬、刘洋夫妇
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
者，服务站点位于滨河森林公园的
冬奥文化广场。那里的志愿者除了
为过往行人、游客提供问路指引、信
息咨询等志愿服务外，还专门设置
了桌上冰壶、地面冰壶、冰球射门等
冬奥冰上项目体验游戏，吸引了很
多市民参与互动，让大家在欢乐中
体验冬奥、了解冬奥、爱上冬奥。

或许是玩得太投入，一位市民体
验桌上冰壶后，把手机遗忘在旁边的
桌子上。正在值班的孔扬和其他志愿
者发现后，第一时间将手机收起来妥
善保管。等失主回来寻找时，通过人
脸识别成功解锁后，还给了她。

“她当时特别着急，以为手机丢
在别处了，只是回来找找碰碰运气，
我们告诉她确实有个手机，她才松
了口气，一个劲地说手机里东西太
多，最怕丢了。”孔扬说，人脸识别解
锁功能倒很方便确认失主，不过为
了保险起见，他们还是测试两次成
功后才将手机还给了失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孔扬就
曾参加过所在中学组织的志愿服务
活动。从那之后，她不断地发动自己

身边的人加入志愿服务中来。她的丈夫
刘洋于2016年海外求学归来后，很快
在她的影响下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夫妻
二人凭借英语方面的优势，曾多次为在
怀柔举行的大型国际性活动中提供语
言服务，APEC会议、北京国际电影节、
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等场合都
留下过他俩参与志愿服务的身影。

为了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
间更好地服务，孔扬和刘洋在城市志
愿者服务站点上岗前特意准备了很多
与冬奥有关的英语词汇，学习了以前
从没接触过的冰雪运动知识，两个人
还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模拟语境互相提
问，加强对话练习。

让孔扬夫妇感到欣慰的是，他们
在冬奥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并不“孤
单”。“除了来问路和参与游戏互动的
游客，还有不少年轻人来询问如何加
入志愿者团队。”孔扬说，“他们对丰富
多彩的志愿活动很感兴趣，希望自己

也能投身其中。我就告诉他们可以先
到‘志愿北京’进行网上注册和申请，
有相关活动时志愿者服务队会进行统
一安排。只要有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肯定会得到机会的。”

其实，志愿服务不仅是在冬奥会
期间受到关注，平时孔扬参与志愿服
务的事迹就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她
到新单位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单位
就组织起了5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同
事们跟孔扬并肩作战，参与志愿服务
已蔚然成风。

“我特别荣幸能以城市志愿者的
身份亲历祖国的大事，为她贡献力量。
北京成为‘双奥之城’，民族自豪感和
强烈的归属感，让我们每一名城市志
愿者心里都暖洋洋的，志愿服务热情
持续高涨。”孔扬说，有温度的志愿服
务是无价的，“我们要用最真诚的笑容
和最贴心的服务，展现首都志愿者的
风采。”

孔扬：

“有温度的志愿服务是无价的”

在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闭幕式“向
志愿者致敬”环节
中，新当选的国际
奥委会运动员委员
会委员马丁·佛卡
德为6名志愿者代表
送上红灯笼，以此
感谢全体志愿者为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所作出的贡献。

站在国家体育
场中央的领奖台，
燕山大学志愿者张
鸿博和其他5名志愿
者代表双手举起灯
笼，被“点亮”在
鸟巢中央……张鸿
博激动地说：“‘点
亮我，温暖你’是
对志愿者最好的诠
释。”

“手中接过的灯
笼，是对冬奥志愿
者 工 作 的 一 种 肯
定，也是对所有冬
奥志愿者的鼓舞。”
张鸿博说，每一名
志愿者都像是提灯
笼的人，用自己的
行动去温暖和照亮
他人，“有一分光发
一分热，是我们共
同的初心。”

在冬奥志愿服
务工作中，作为运
动员综合区通行管

控团队唯一的一位女性志愿者，张鸿博没
有对自己特殊对待，而是和其他志愿者
一样，经常要站在雪地里尽责值守到很
晚。期间，她坚持每天写“冬奥日记”，
记录与志愿者朋友的生活、遇到的难忘
瞬间以及每一天的收获。

运动员上了赛道之后要摘掉口罩，但
需要再次佩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口罩已经
被汗水浸湿或者找不到的情况。为了帮助
运动员解决这样的尴尬，每次上岗前张鸿
博都会在衣服口袋里多备上几个口罩，当
运动员有需要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递过
去一个崭新的口罩。

赛事临近尾声时，张家口赛区迎来强
降雪，气温也随之下降，保暖工作格外重
要，张鸿博在做好自身保暖的同时，也会
备一些暖贴以便给小伙伴们更换使用。大
雪中，她看到一位外籍工作人员穿着一件
单薄的衣服在赛场附近，“当时气温很
低，我担心他被冻坏，马上跑过去递上了
暖贴，他微笑着接过暖贴，并主动与我握
手表示感谢，虽然隔着厚厚的手套，但我
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张鸿博说，

“这份给予彼此的‘温暖’超越了国界，
暖到了心底。”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每一个清晨
和夜晚都让我难以忘怀，在这里，我过得
有意义也很充实，我看到了运动员的拼
搏，也亲眼见证了11枚奖牌的诞生。”张
鸿博说，当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为了祖国
荣誉全力拼搏的时候，能够站在赛场之外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志愿者的风采，是
她作为志愿者的无上光荣，也是人生中最
难忘、最精彩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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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前，我是一名普通的学
生志愿者，充满了新鲜感和兴奋
感；14 年后，我凭借对志愿服务
的热情和积累多年的服务经验，成
为一名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者，有
了更强烈的责任感。参与冬奥会志
愿服务，我们的志愿者能够为盛大
赛事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够让更多
的青年员工充分体会并发挥团结友
爱、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
努力肩负起国家赋予青年人的历史
使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也是
我们的责任。”

——北京农商银行海淀支行志
愿者服务队队员韩佳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的志愿服务，内心无比激动。作
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为祖国的
强大感到自豪，也更加明确了肩
负的重任。我们应该把志愿服务
当 成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服 务 他
人、传递爱心、传播正能量，这
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标志。为更
多的人送去温暖，是我最大的心
愿。”

——“90后”小伙儿卢川

“作为语言服务助理，我很开
心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志愿服务工
作。每次完成任务时，看到外国工
作人员点头微笑，或竖起大拇指，
我都十分欣慰，感觉自己也为中外
友好交流贡献了力量，这种成就感
是以往没有过的。成功举办冬奥会
展现了国家的强大实力，我们这些
青年学子置身其中，倍感自豪。”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
业苏严宇婧

“成为‘双奥’志愿者是一种
荣誉，但肩上的责任也很大。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传播正能量，是我一贯的
追求。我希望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志愿服务工作中努力践行使命，
不负韶华。”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志
愿者团队带队老师刘安安

“虽然志愿服务很辛苦，但这

两段美好的奥运之旅，将给我留下终
生难忘的回忆。服务奥运不仅带给了
我快乐，更让我成长，我会尽己所能
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志愿
者的行列中，站好城市志愿服务的每
一班岗，一起向未来！”
——安利北京分公司团委书记郭凡超

“成为冬奥志愿者是‘一生一
次，一次一生’的宝贵经历。在这段
日子里，我与志愿者伙伴共同成长。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定以蓬勃之
姿，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请相信，
冬奥有我！”
——北方工业大学大二学生廖珊珊

志 愿 者 感 言志 愿 者 感 言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位
于延庆区会展广场上的城市志愿者
服务站正式启用，“五星志愿者”王黎
黎作为队长，带领着冬奥城市志愿者
为市民提供热心、专业的服务。

王黎黎所在的城市志愿服务站
是北京红十字会所设的4个站点之
一，也是在延庆区的唯一站点。每天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都有人值守，
除了为过往行人提供指引咨询等服
务外，志愿者还要宣传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知识，对设在延庆赛区的竞
赛场馆和比赛项目进行重点介绍。
此外，宣传无偿献血、急救知识等也
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

“不少市民对心肺复苏术很感兴
趣，因为多数人并不清楚具体该如何
操作，所以大家都愿意学习。我们就拿
来AED除颤仪现场教学，每天都要示

范并手把手地教许多人。”王黎黎告诉记
者，她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能为冬奥作
点贡献，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今年1月初，延庆区红十字会冬奥
城市志愿服务站开始招募志愿者，有着
丰富志愿服务经验的王黎黎被选为站
点负责人。她每天往返于家与冬奥文化
广场之间，忙的时候，她不得不将无人
照看的孩子带在身边。孩子的一句“妈
妈，你真棒！”是对她最大的鼓励。

王黎黎这个队长，不仅是站点负责
人，也是志愿者的“后勤部长”。每次活
动的前一天，她都要提前进行联络工
作，根据具体任务以及报名情况安排分
工，确保满额到岗。活动当天，在其他志
愿者还没出门之时，她就已经开车把当
天所需的物资送到站点了。一天的任务
结束，不管多晚，她都要对当日的工作
进行总结，并再次检查装备，保证第二

天能正常使用。每当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遇到问题，大家也都爱找王黎黎请教，
她会耐心细致地予以解答，把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个人。

王黎黎也确实有这个“资本”。
2015年，她加入延庆区蓝天救援队，
2018年又加入延庆区红十字蓝天服
务队，7 年来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
4000小时。同时，她还积极学习掌握
各种救援技能，在急救、地震救援、潜
水、无人机、滑雪等方面都有专业资格
证书。自从加入蓝天救援队以来，她参
加延庆地区山野救援、城市乡村走失
救援、溺水打捞等各类公益救援任务
有几百起，已成为延庆蓝天救援队的
技术标兵和骨干力量。

“延庆区学雷锋金牌志愿者”“北
京五星志愿者”“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王黎
黎获得的荣誉很多，但她对于“冬奥城
市志愿者”这个称谓格外珍惜，“在自
己的家乡参与服务工作，是人生的一
大幸事。在志愿服务当中，我也收获了
很多感动。志愿者就是一束光，所有的
光汇聚起来，就是灿烂星空。”

王黎黎：

“所有的光汇聚起来，就是灿烂星空”

“北京冬残奥会就像一座桥梁，系
起残疾人沟通交流的纽带，也为世界
友人携手共进创造了平台。身在其中，
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我收获了珍贵
的友谊与成长。”22岁的王梓博是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数不多的残疾
人志愿者。先天伴有听力障碍的他在
助听器的帮助下，如愿以偿成为国家
体育馆的赛事服务助理。

赛事服务助理的职责有哪些？王
梓博将其归为四类，即赛前组织观众
进场，引导观众找到自己的座位；赛时
监督观众佩戴口罩，提醒观众场内不
能饮水和进食；赛后引导观众有序退

场；为观众答疑解惑，如指引场馆卫生
间、商店位置等。

在场馆内进行培训时，王梓博特别
关注到“无障碍轮椅座席区”。为提升残
障人士的观赛体验，国家体育馆对多区
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值得一提的是，馆
内还增加了无障碍看台，把最佳观赛位
置的座席留给残疾人观众。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赛期间，
王梓博亲眼见到同事将残疾人观众一次
次引导至无障碍观赛区，产生的共情让
他内心颇感温暖。

“越来越多残疾人正走出家门，参与
到社会活动中来，展现出积极、乐观、自

强的精神。”设置无障碍卫生间、打造无
障碍流线……王梓博认为，无障碍环境
建设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
家对无障碍环境的构建，使残疾人能便
利出行、更好地生活，社会的包容性与日
俱增，大大提升了残疾人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

“欢迎来到国家体育馆”“请问您有
什么需要帮助”“离席时请您注意脚下”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在场馆服务过
程中，这是王梓博重复最多的话。最令这
个22岁的小伙子感动的瞬间，是有一次
在走廊门口迎接观众时，一队小朋友小
手举着门票，排队等候进入观众席。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
国家体育馆，祝你们观赛愉快！”王梓博
热情地向孩子们打着招呼，小朋友们也
热情地向他挥手。其中一个小男孩跑过
来说：“哥哥，你们好棒，我将来也要成为
像你们一样的志愿者！”

比赛本身也有很多难忘时刻。在中国
男冰对德国队的比赛中，王梓博和观众们
一起见证了中国男冰在冬奥会历史上的
首粒进球。“当时整个场馆沸腾了，观众们
都举起国旗欢呼，呐喊声响彻国家体育
馆。作为志愿者，虽然我不能忘记自己的
职责，但我也被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所感
染，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王梓博说。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国家体育馆继
续承办残奥冰球比赛。王梓博在开赛前
特意学习了一些手语的动作和表达方
式，果然在志愿服务中派上了用场，在他
看来，“随时准备与观众沟通，尽可能地
帮助他们，提供最好的观赛体验。这是我
的职责。”

王梓博：

“提供最好的观赛体验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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