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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滢 （左） 在颁奖仪式
现场担任嘉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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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兴奋剂陪护员，我的日常工作是联系被安排做兴奋
剂检查的运动员，陪同其前往检查站并监督其在途中的行为。

这项工作要求严格且十分重要，有来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
国际残奥委会的监督。我们团队成员把工作流程烂熟于心，并提
前演练应对突发情况。可以说，每天的工作都是智力和体力的双
重考验。

“迎着星星来，顶着星星走”，是我们工作的真实写照。时常
凌晨4点半披星而去，深夜12点戴月而归。在零下25摄氏度的天
气里，一栋挨一栋楼找人，或是站在赛道边三四个小时，眼镜和
睫毛都结了冰。

这样的日子尽管又苦又累，但每次出任务时我们都彼此加
油，完成任务后分享快乐。严肃的工作贯穿着温馨与感动。当一
位冬残奥运动员在谈话间得知我们志愿者都是在这样的冷天里无
偿工作时，戴着假肢的他突然起身，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那一
刻，我不禁泪目。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运动员的认可来得
更珍贵。还有检查站签名墙上运动员留下的签名与赞美、国际官
员留下的“ Best team ！”等等，都是对我们志愿者工作的认可，
是对所有冬奥参与者的鼓励，更是对中国的赞扬与尊重。

中国运动员也在为我们带来自豪与感动。
3月5日，冬残奥会比赛日的第一天，冬季两项男子6公里坐

姿比赛中，刘子旭为中国代表队夺得了首金。那一刻，作为终点
观察员的我，亲眼目睹运动员奋力冲过终点，见证了这一枚来之
不易的金牌！

我大声欢呼着，与周围的志愿者们击掌庆祝，激动的眼泪不
住涌出。能亲身参与奥运会，是满满的自豪和骄傲！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作 为 国 家 体 育 场 礼 宾 志 愿
者，我在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的4场仪式中负责提供咨询、
引导和现场礼宾协调服务。从在
线学习相关课程到实地踏勘，从
集中培训到彩排演练，充足的
培训让我从一名“鸟巢路痴”成
长为一名“鸟巢向导”，能够从容
不迫、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服务工
作中。

我所在的礼宾志愿者团队承
担了观众礼包的装配清点工作。4
场开闭幕式，我们搬运了近400箱
物资，总共打包了5000 余件观众
礼包。为了把物资打包得又快又
好，我们摸索出一套“流水线”
式的装配流程，比如我负责拆
箱，有人负责放口罩，有人负责
放帽子、手套，大家分工协作、
密切配合，很快就完成了礼包的
清点装配工作。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我和团
队还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整
理核对冬奥会91个参赛代表团的
旗帜。我们严谨仔细地核对所有
旗帜，不放过任何一处图案、色
彩、悬挂方向的差别。2月4日冬
奥会开幕式这天，北京刮起阵
风，到了下午，许多旗帜被风刮
得卷在了挂绳上。寒风凛冽，每
一面旗帜的舒卷，都牵动着在场
工作人员的心。很快，我们接到
整理旗帜的任务，大家立刻跑到
场地中心，将所有旗帜重新放回
地面并争分夺秒一一核对整理，
在仪式开始前3小时终于将它们重
新悬挂在“鸟巢”上方。

大家都知道，冬奥志愿者被
称为“燃烧的雪花”，其实，在他
们背后还闪耀着一群“无闻的雪
花 ”， 他 们 是 “ 志 愿 者 的 二 次
方”，也就是支持和保障冬奥志
愿者的志愿者，我就是“二次
方”志愿者的一员，帮因闭环管
理而无法回到学校的冬奥志愿者
跑腿代办校内事务，为其解忧排
难……

志愿者以“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圆满举办贡
献了自己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王美华采访整理

我的工作是新闻宣传，奔波在张家口冬奥村各个角落，记录冬奥村
的点点滴滴，以不同的视角为大家展现冬奥村的魅力。

今年除夕，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只剩4天，冬奥村的每一位工
作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各国运动员提供24小时保障服务。
工作之余，大家贴福字、送春联，向全世界表达欢迎和祝福。

除夕夜里，室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30摄氏度。接近零点，我们新
闻宣传队伍兵分三路，记录除夕夜里冬奥村的点点滴滴。我来到综合诊
所的急诊科，这里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时刻
保持工作状态。

接近零点，手机里传出春节联欢晚会新年倒数的声音。急诊科的
“大白”们也默契地一起喊出：“五，四，三，二，一！”——钟声敲
响，大家欢呼：“新春快乐！”大家鼓起了掌，厚厚的面罩挡不住一张张
幸福笑脸。

此时此刻，我在摄影机后面，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幕。尽管天气寒
冷，尽管远离家乡，但每个人心里都涌入一股暖流，那是“中国红”带
给我们的力量，那是国家的力量，激励着大家做好每一个工作。

我在冬奥村的各个角落，见证着每个人的新年希冀。餐厅的厨师们
希望做出安全可口的饭菜，让各国来客尝尝咱中国美食，见识见识中国
手艺；清扫地面积雪的清洁人员说，新年愿望就是做好每一步细节，助
力冬奥会成功举办；急诊科的值班医生希望新的一年新冠病毒尽早消
失，大家可以正常快乐地生活……而我，则希望记录全这些难忘的瞬
间、真诚的话语和无私的奉献。

在冬奥村，我们面向的是世界；我们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我们
每个冬奥人都抱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和信心，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着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去年当北京 2022 冬奥会志愿者招募消息
一传来，我第一时间报了名。经过层层筛
选、多次面试，2021年11月底，我正式收到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岗位录用通知。作为北
京冬奥组委总部志愿者业务领域的志愿者，
我做的是服务志愿者的工作，也就是“志愿
者的志愿者”。

从志愿者上岗排班信息的统计，到志愿
者之家的设计，再到志愿者集体生日会等各
项主题活动的策划，我都要参与其中。在确
认文件报表数据无误之后，我要做好上传下达
的工作，还包括协助场馆志愿者经理开展志愿
者培训、教育、激励保障、服务管理等工作。

这项工作很琐碎，满屏的表格、数字，对工作
者的细致和耐心要求极高，因为只要有一个数
字出现差错，就会影响后续工作的推进。

岗位的要求决定了我们无法现场观看比
赛，更无法去“鸟巢”见证冬奥会开幕式。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努力当好志愿者的

“服务生”。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21年11月6日，那一

天是京城的初雪，这一天并非工作日，但我还是
来到冬奥组委总部加班，把手头的工作尽快处理
完毕。傍晚7点多，当我走出办公楼的时候，京
城的初雪已将道路染得一片纯白，我突然觉得一
天的疲惫瞬间消失了。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盛

会，初雪日与冬奥志愿服务共度，这是我与
北京冬奥会最美妙的缘分。

“BeiJing2022”，在我的眼中不仅仅是名字
和数字，更代表着中国人的奥运梦。对于还
在大学里读书的我们来说，在这最美好的青
春时光，能有幸参与到北京冬奥会这样一场全球
性体育赛事当中，是一种荣誉、一种使命，更是
沉甸甸的责任。冬奥志愿者的经历让我看到更大
的世界，也磨练了我的心性，让我切身体会
到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使命感、
责任感。这次经历，将成为我未来前进路上
永恒的力量。

本报记者 贺 勇采访整理

◀ 薛彬彬（中）同获奖
选手合影留念。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是北京冬奥会最让人难忘的竞赛场馆之
一，在这里可以欣赏跳台滑雪运动员如同飞翔在空中的英姿，可以俯瞰整
个古杨树场馆群的雪中美景。

这里是我从事志愿服务的地方。在“雪如意”媒体运行领域混合采访
区，我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半个月。在志愿者和场馆主管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圆满完成了冬奥保障服务工作。

在混采区，我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朋友提供工作上的便利，让
他们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报道。混采区既有持权转播商的记者、也有文字
记者，还有负责协调运动员与记者对接的各国新闻专员。按照规定，混采
区在决赛日需要申请获得辅助通信贴纸才可以进入，如果记者忘记提前申
请，则将失去进入混采区的办法。

一次，在当日比赛即将开始前，我正在按照申请名单有序发放辅助通
信贴纸，一位德国记者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由于在忙别的工作错过了
申请混采区的截止时间，他从德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采访这场比赛。

我了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德国运动员在那场跳台滑雪
比赛中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并努力安抚他的情绪。
虽然我很同情他，但必须一视同仁，绝不能私自给他发放贴纸，不过我也
在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幸运的是，最后贴纸还有剩余，这位德国记者得以顺利进入混采区，
圆满完成了他的采访工作。他不住地向我道谢，还同我互换徽章以作纪
念。我心里暖洋洋的，对他说：“这些都是我的本职工作，能帮到你，我
也很快乐。”

崇礼的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我却不觉得寒冷，或许是因为
混采区的每一天都让我干劲十足——帮助媒体朋友更好记录下北京冬奥会
的精彩故事、让更多奥林匹克的美好瞬间温暖冰雪。

本报记者 孙亚慧采访整理

▲ 赵甜怡 （右）
在采访外国参赛代
表团负责人。

▶ 秦一凡（右）在张
家口冬奥村张贴海报。

冬奥志愿者风采录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各个角落，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和这场盛宴融为一

体，用微笑感染他人，其贴心、周到、专业的服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的一支重要的服务保障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广大志愿者用青春和奉献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向世界展示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
形象。”这是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最高的肯定。

说起北京冬奥会3套颁奖
礼服之一的“瑞雪祥云”，大
家都不陌生。于我而言，“瑞
雪祥云”更有一份特殊意义
——冬奥会期间，我需要身
着这套礼服，完成云顶滑雪
公园A区颁奖仪式的嘉宾引领
工作。

2月10日，奥地利选手亚
历山德罗·黑默勒拿下了单板
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的金
牌。当时我很激动，因为从去
年 11 月的测试赛中我就开始
关注黑默勒的比赛，现在他成
为了奥运冠军，我为他高兴！

那天雪下得非常大，甚至
比赛一度中断。在颁奖候场
时，我身上积了一层很厚的
雪。黑默勒也在候场，我对他
说：“恭喜你！太棒了！”他笑
着回应。我引导的嘉宾先生在
听到我俩的对话后也加入进
来，和蔼地说：“可不嘛，他
真是个好孩子啊。”他的话把
我们都逗笑了。

“只穿这一身不冷吗？”在
我担任颁奖嘉宾引领的8场比
赛中，这样的问题常被问及。
其实，“瑞雪祥云”里藏着“神
器”，礼服夹层中应用了第二
代石墨烯发热材料，能够快速
升温，帮我们抵御严寒。国际
雪联一位女官员在听说这身礼
服能够发热之后，连连点头赞
叹：“这样就既能显示出好身
材，又不挨冻了。”

冬残奥会期间，我是云顶
滑雪公园颁奖仪式的场地召集
人，需要提前告知运动员颁奖
过程中需摘下口罩。当时，一
名运动员问我，出于防疫考虑
自己可否戴口罩参加颁奖，在
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他仍在坚
持，当时我有点儿不知所措。
国际雪联一名现场负责调度的
工作人员走过来，对他说：

“我们想看到你的笑容。”这句
话不仅说服了那位运动员，也
让我一下豁然开朗。服务冬
奥、冬残奥的过程，是我不断
学习与提高的宝贵一课。

本报记者 孙亚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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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日，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当晚引导观众退
场后，雷政达与冬奥会主
火炬合影。

做好“志愿者的志愿者”
■ 陈海妮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志愿者

“迎着星星来，顶着星星走”冰雪中盛放“中国红”冰雪中盛放“中国红” “雪如意”助人如意

▶ 陈海妮获颁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奖。

▶ 陈海妮获颁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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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一凡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反兴奋剂志愿者

■ 薛彬彬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志愿者

■ 赵甜怡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

张家口冬奥村新闻宣传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