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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赛场上精
彩不断，冰雪健儿们展现了拼搏、坚
持、友爱和团结的精神。中国运动员
不断突破自我、取得好成绩，我发自
内心地为他们喝彩。他们的精彩表现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勇于进取、开朗
自信的形象，让奥林匹克精神迸发出
新的活力。

同时，北京冬奥会赛场内外，各
项赛事组织工作井井有条，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热情真诚，中外运动员相互
鼓励、友好交流，多位国际政要齐聚
北京、共话合作……点点滴滴都生动
体现了“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也体现了中国诚邀世界“一起向未
来”的意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友
善、开放、包容、自信与担当。

——俄罗斯山东同乡会执行会长
谢正宾

北欧冰雪运动氛围十分浓厚。旅

居瑞典多年，我本人一直热爱冰雪运
动并积极投身其中。自北京冬奥会开
幕以来，我和身边的华侨华人朋友都
热切关注祖国举办的这场冰雪盛会。
看到北京冬奥会赛事组织进展顺利、
赢得国际社会认可，看到中国冰雪健
儿摘金夺银、一次次实现突破，我热
血沸腾，无比自豪！

今年，瑞典派出大规模代表团参
加北京冬奥会。各国运动员在奥林匹
克精神感召下，相互切磋，逐梦冰
雪，展现出弥足珍贵的团结精神，令
人感动。作为一名海外华文媒体工作
者，我主要从事体育摄影工作，曾多
次参与国际冰雪赛事现场拍摄。未
来，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和张家口拍摄
冰雪赛事，将“一起向未来”的精神
带给更多人。

——瑞典《北欧时报》副主编庞
其铭

北京作为全球唯一一座举办过夏
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
城”，给全世界带来了惊喜。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上，处处流淌的中国文化
元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设计灵感源自

“中国结”的雪花引导牌、运动员走
过冰雪雕刻的“中国门”和“中国
窗”等，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赛事正在
进行，激情飞扬的冰雪运动给疫情中
的世界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我主要
通过网络和电视台关注北京冬奥会。
中国运动员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
神，将成为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强大
精神动力。我还关注到，北京冬奥会
为节能环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让我
看到了一个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中
国。我为中国点赞！

——美国橙县华人联合会会长周
晏羽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简约而精彩，
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融
合，展现了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也
展现了新时代大国的发展活力。作为
生活在海外的华侨，我看到许多外媒
都对北京冬奥会给予了正面积极报
道，深感自豪。

北京冬奥会是一场全世界的冰雪
运动盛会。中外运动员同场竞技切
磋、交流互鉴，全球观众为冰雪健儿
欢呼呐喊、共同感受竞技体育的魅
力，这充分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内涵。海外华侨华人要通过多种
形式讲好北京冬奥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努力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促进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

——加拿大中华总商会会长梁杏娟
（本报记者李嘉宝采访整理）

冰雪赛场上的来华留学生——

外国志愿者 点赞冬奥会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中，有一个特殊群体——
来华留学生，他们用专业技能为冬奥会的举办和
运行贡献力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世界描述中
国的模样。

“小管家”和“小翻译”

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孟加拉国留学生陶天，最近添了两重新身份——

“小管家”和“小翻译”。这源于她在首钢滑雪大
跳台场馆媒体中心所负责的志愿服务——关于有
线电视的技术工作。

“‘媒体之家’为记者朋友们准备了相关设
备。我的工作内容是管理好每一台设备，感觉自
己像个‘小管家’。”陶天说，“设备一旦有问题，
我需要尽快修好，确保记者们可以通过设备实
时、顺利观看比赛。”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陶天还当起了翻
译。她掌握孟加拉语、中文、英语、德语、印地

语、阿拉伯语等8种语言，但她谦虚地称自己只
是个“小翻译”：“当大家交流不畅时，我可

以提供一些协助沟通的帮助。”
记者们的文化背景各异，让陶天

置身于不同的文化交流之中，“非常
幸运有这样的经历”。

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是陶天的梦想，从在网上报

名到梦想成真，她坦言
“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言

语形容”。由于气候
原因，十分喜欢

雪的陶天在家

乡从没见过雪。“没有什么是比成为冬奥会志愿者
更好的机会感受冰雪了。北京冬奥会像一束光，
照亮了蓬勃发展中的中国，也照亮了新冠肺炎疫
情之中的世界，带给世界鼓励和温暖。”她说。

喜欢短道速滑项目的陶天到北京读书后，滑
过两次冰。在未来的运动计划中，她将滑雪也加
了进去，“近距离感受过这项运动后，特别向往”。

成为志愿者是她的梦想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韩国留学生裴炫珉，
在赴中国留学之前就梦想着成为北京冬奥会的志
愿者，但当时她只会说一句中文——“你好”。于
是她把成为冬奥会志愿者作为目标学习中文。

2020 年完成网上报名后，裴炫珉觉得自己离
目标还有距离，因为“中文还是说得不好”，但她并
未停下学习的脚步，最终凭借努力通过面试，如愿
成为一名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作为一名外国人，能作为志愿者参加留学
国的冬奥会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十分珍惜。”
在上岗之前，裴炫珉完成了 23门针对志愿者的线
上培训课程，具体包括各种运动项目的基础知
识、发生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法、不同文化背景的
礼仪等。

裴炫珉的工作是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 负责
对应看台观众的引导，第一次志愿工作开始于1月
22日。那天，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进行彩排。“在彩
排现场，我不仅感受到了中国的科技水平，而且
感动于节目的意蕴，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
国旗升起的场面。”她说，“我通过北京冬奥会感
受到了中国的独特文化和魅力，希望将来有机会
了解奥运会各举办地的不同文化。”

北京冬奥会开幕时，裴炫珉远远地看到了韩
国代表团的选手，“特别激动”。“我从小就滑雪，
另外因为对一名韩国花样滑冰选手的喜欢，对花
样滑冰也感兴趣。”裴炫珉说。

“难得又很棒的体验”

安国明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他让在土库
曼斯坦的家人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安国明如
愿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志愿者——在延庆冬
奥村接待与访客中心，为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
员发放并回收一日通行卡。让安国明更有成就
感的，是和其他志愿者齐心协力、互相照顾的
工作状态。

安国明的志愿工作分上午班 （9时—15时） 和
下午班 （15 时—21 时），如果不在自己的工作时
段，他会待在指定的酒店。与室友的融洽相处让他
感叹“这是留学生活中一次难得又很棒的体验”。

说到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安国明认为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自己的心里种下了一粒种
子。“那届奥运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内
心十分震撼。当我得知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报名开
放时，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安国明于 2019年来到中国，如今是石油工程
专业的一名大一学生。在入读大学前，他在中国
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从中感受到了学习的
快乐，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近距
离的了解。

“这次的志愿者经历不仅让我的学习和交流能
力有了很大提升，而且令我对体育精神有了更加
深入的理解，希望运动健儿们都能超越自己，赛
出风采。”安国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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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 月 15 日，国家体育馆，志愿者在男子冰球晋
级资格赛间隙清理冰面。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图为 2 月 15 日，国家体育馆，志愿者在男子冰球晋
级资格赛间隙清理冰面。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左图：安国明在工
作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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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2 月 4 日，北
京冬奥会开幕，裴炫珉在
国家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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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工作中的
陶天。受访者供图

2 月 13 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正在清
扫场地。 崔 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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