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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到 2022 的

薪火相传

在中国志愿者团队中有这样
一句话：“不参加一次奥运会志愿
服务，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

杨天乔，2008年北京奥运会
篮球训练馆志愿者经理，带领
20 多人为球队进行志愿服务，
当时的他还是北京语言大学研
究生，现在的他已是该校的“杨
老师”。

“北京奥运会期间，除了美国
队和中国队，其他队伍都来我们
学校训练过。”杨天乔回忆说，那
时主要为篮球运动员提供语言翻
译，感觉工作特别有价值，“能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是我们
这代人难得的机会。”

13年后，杨天乔负责为北京
冬奥会选拔志愿者。他说，自己愈
发感受到新一代大学生对志愿服

务文化的认同。“2008年，大家对
志愿服务是一腔热血，可惜参与
机会不多。而现在，志愿服务已成
为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家
参与热情很高。”

这次北京冬奥会招募志愿
者，北京语言大学报名了近2000
人。杨天乔说：“我感动的是年轻
人有了奉献意识，有了一种自愿
的、不求回报的利他精神。”

与13年前做翻译相比，如今
的杨天乔考虑的事更多更细：学
校为志愿者设立了10门课，北京
冬奥组委设置了23门课，为了让
大家学扎实；志愿者到了现场，要
接受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以期
让他们迅速上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的微笑是最好的名片，2022年北
京冬奥会对志愿者文化水平、素
质和工作能力要求更高，我相信，
他们将是中国最靓的名片。”

从 2008 年到 2022 年，正是

无数像杨天乔一样的志愿者薪火
相传，才一点一滴汇聚成了服务
冬奥的磅礴力量。

志愿者“新兵”不忘

初心

很多第一次参与奥运会志愿
服务的“新兵”，同样与奥运有不
解之缘。

袁菲，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
愿者，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虽然只
有21岁，她却已是一名资深志愿
者。有过50多次志愿服务经历、
近40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的她笃
信“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8岁的
袁菲爱上了体育；2018年平昌冬
奥会，她和父亲一起收看了短道
速滑所有比赛。袁菲被武大靖从
女队陪练逆袭成冬奥冠军的故
事打动，这是她了解冬奥会的起
点，也是她立志当冬奥会志愿者
的开始。

2018年到2019年，袁菲学习
了滑雪，参加了旱地冰壶赛，上大
学后，她第一时间加入学校青年
志愿者协会，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招募启动的第一天，她就报了名。

为满足赛时志愿者技能要
求，袁菲参加了日常体能训练、英
语口语表达、志愿服务技能、中国
传统文化、涉外服务礼仪、应急救

援技能、疫情防控知识等多项培
训，为冬奥会做好了准备。

在冬奥会倒计时 500天，袁
菲带领全校的志愿者承诺：“尽
己所能、不计报酬！”站在国家越
野滑雪中心的场馆，袁菲说体会
到了一名中国志愿者的自豪：

“北京成为既举办过夏奥会，又
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说
明我们国家实力日渐强大，作为
志愿者，我感到无比骄傲，我也
会在冬奥舞台展示新时代中国
青年的形象。”

从梦想到圆梦，正是无数的
袁菲们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延伸，
为北京冬奥会注入活力与激情。

尽己所能播种奥运

“火种”

每一名志愿者都像一颗火种，
用热心和真诚汇成向上的火把，用
专业和奉献点燃全民的热情。

19岁的吴培宏是华北电力大
学大二学生，高中时他就一直关
注北京冬奥会的消息，因为他想
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大型国
际赛事中。

吴培宏说，自己虽不能以运
动员身份出现在赛场，但能以志
愿者身份贡献光和热，以中国青
年的方式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同
样有意义。

通过层层考验，吴培宏成为
北京冬奥志愿者。2020年暑假，
吴培宏参加学校的支教活动，来
到保定市顺平县北神南小学。在
教学中，他发现，“冬奥”一词对乡
村的孩子们还很陌生，于是他决
定为孩子们开一门奥运课，“我得
让咱河北的孩子了解即将在家门
口举办的奥运会。”

吴培宏从网上查找了许多与
奥运相关的图片和视频，精心准
备课件，给孩子们讲吉祥物“冰墩
墩”和“雪容融”的名字与意义，讲
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历程，
讲冬奥会各类冰雪项目……“我
想通过努力让孩子们认识奥运、
感受奥运精神、了解奥运之美。”

他自嘲自己的讲解并不专
业，却希望通过这门课，在孩子
们心中埋下一颗奥运的种子。

“若干年后，当中国再次举办奥
运会时，这些孩子中的一员也许
会跟我一样去当志愿者，为祖国
贡献力量。”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正是无
数像吴培宏一样的志愿者，在“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中，让更多人
感受到北京冬奥的温暖与力量。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
你”，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之歌《燃烧的雪花》唱出了志愿者
的心声——一起向未来！我们准
备好了！ （新华社岳冉冉姬烨）

“双奥之城”的志愿者故事

12月5日，江苏省首个志愿
服务街区在泰州市海陵区城中
街道钟楼巷正式揭牌。江苏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葛
莱，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霞为志愿街区揭牌。

活动现场，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大家先后来到志愿服务驿站、
志愿服务大集市、“e体同心自媒
体工作驿站”、“郑美琴消费维权
工作室”、“巾帼志愿服务微家”、

“暖心小店”、钟楼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便民服务点、志愿服务
主题游园、“读书吧”等文明实践
阵地，实地了解志愿服务项目内
容，感受浓郁的志愿服务氛围。

精心选址，“古韵+先
贤”底蕴浓厚

街区位于海陵区城中街道
钟楼社区钟楼巷，是一条历经
700多年风雨的老巷子，因明代
建钟楼供奉南唐古钟而得名。百
年光阴荏苒，赋予了钟楼巷深厚
的人文底蕴。

“巷子不大，自东向西，短
短几百米，但灼灼微光，却能温
暖人心。”据城中街道党工委书
记顾俊介绍，位于钟楼巷内的
张淦清故居，承载了乐善好施
的崇高美德和奉献精神。张淦
清是民国时期泰州军政司令，
经常帮助贫苦百姓，积极投身
治水、修路等活动，在当地百姓
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现今泰
山公园内岳王庙“精忠报国”牌
匾就是由他捐赠的。

2018年经泰州市住建部门
批准，开辟张淦清故居部分房
屋，供海陵区社会公益组织——
读书吧俱乐部为当地未成年人
提供阅读志愿服务。自此，每逢
周末，孩子和家长在青砖青瓦的
小庭院里一起阅读、学习、分享。

匠心打造，“阵地+服
务”内容多样

街区设有多个文明实践阵
地，分别为志愿服务驿站、“e体
同心自媒体工作驿站”“郑美琴

消费维权工作室”“巾帼志愿服
务微家”“钟楼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暖心小店”“读书吧”。
其中的“郑美琴消费维权工作
室”是江苏省首个以道德模范人
物命名的消费维权工作室。

根据街区商圈特色，有针对
性地设置服务项目、激励机制，
实现了服务提供者与受众广覆
盖，既可以为游客提供冷热饮
水、雨衣雨伞、应急充电、药品
等，也可以帮助巷内的商家解决
矛盾纠纷；既可以为周边的孩童
提供阅读、写字、画画的好去处，
也可以在午后闲暇时光到妇女
微家喝茶聊天；既可以在银杏树
下学习新思想、新内容，也可以
在长桌前畅谈“e路公益”项目
推进。此外，志愿者只需凭“志愿
泰州”星级志愿者证，就可在“暖
心小店”享受相应礼遇优惠。

截至目前，街区内共有 20
家“暖心小店”，旨在帮助激励志
愿者，以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
来帮助小店分担公益成本，让爱
心吸引爱心，让公益帮公益。

暖心布置，“创新+特
色”氛围浓厚

在志愿者服务驿站内，为配
合海陵“太阳城”的发展要求，驿
站外部的玻璃采用太阳能光伏
板，通过阳光照射，为驿站内部提
供电源，这也是在志愿服务的同
时，践行节能减排的创新之举。

在街区西出口处，贴心地设
置了便民服务点。根据文明城市
创建要求，为了更好地规范流动
摊位，社区特地打造了便民服务
点，对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流
动商家，给予“准入证”，即可以
解决流动问题，同时也能更好地
引导周边流动商贩成为志愿者。

在读书吧门口的志愿服务
主题游园，沿途展示的都是海陵
历代名贤关于志愿精神的名言
摘选。在巷内，随处可见“为社会
尽一份责任，为他人送一片爱
心”“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等字
样的公益广告，在古色古香的画
框之中显得尤为亮眼。

本报讯（陈瑜）12
月 5日，在第36个国
际志愿者日之际，四
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首
次举办“我们的选择
和未来”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主题论
坛，给广大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提供一个
学习、交流、展示的
平台，更好地学习推
广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专业方法
和优秀实践案例。来
自叙州区、周边区县
的志愿服务协会以
及业界专家们齐聚
一堂，共同探讨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的选择和未来。

来自叙州义工、
春霞协会、恒善义工等
志愿服务组织的6名
优秀志愿者精彩的个
人分享拉开了论坛活
动的帷幕。接着，春霞
关爱儿童协会、金江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叙州
义工联合会、爱心健康
咨询服务中心等协会
相继带来了优秀实践
案例分享。活动还专门
邀请了成都市锦江区
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
中心以及成都故事人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两名业界专家
分别以“义仓——社
区互助志愿服务体系”

“志愿服务之初心与选
择”为主题进行了主题

演讲。现场掌声不断，大家纷纷表
示收获颇多。

“对我们的启发特别大，两名
专家老师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
理经验，还有很多优秀项目，对我
们今后的志愿服务工作开展有特
别好的指导作用。”叙州区爱心健
康咨询服务中心志愿者杨晓说。
珙县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协会会
长周杰介绍：“回去以后我会把今
天所学习到的东西在我们协会中
更好地传达下去，让我们的公益
事业做得更好。”

集中分享结束后，在活动主
会场及两个分会场，与会人员同
业界专家们，围绕“志愿服务组
织的品牌建立之路”“新时代社
会组织志愿服务工作的新实践”

“以志愿服务提升新时代文明实
践温度”等主题，同时展开了热
烈的平行论坛。

下一步，叙州区将以这次主
题论坛活动为契机，更好地统
筹、协调各方的志愿服务力量，
使志愿服务工作更加规范化、常
态化、持续化，助推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工作高质量发展。

太原市
首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决赛举行

本报讯（薛克）12月 5日是国
际志愿者日，当日下午，由山西省
太原市文明办主办、太原市志愿者
服务协会承办的首届“奋进新时
代 志愿新征程”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决赛举行。自大赛启动以来，共
收到来自全市各县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各志愿服务组
织的131份项目申报书，包含文明
实践、文明创建、服务民生、社会治
理、安全应急五大类别。

25个决赛项目分别就项目背
景、项目目标、项目亮点等内容进行
讲述，经过15位专家共同评审，“写
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书写中国进
校园公益活动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一
等奖；“童心园”托管班志愿服务项
目、“3+1”挽霞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获得二等奖；雷锋互助社、文明街社
区同心乐管乐团志愿服务队、暖心
24小时心理应急热线志愿服务项
目获得三等奖；平阳捡跑团“文明太
原捡跑团公益行动”、“心静源”银龄
互助情暖晋阳、非遗彩虹之旅系列
之锦绣太原“印”象晋源等10个志
愿服务项目获得本次大赛优秀奖，
共16个志愿服务项目获奖，迎泽
区、尖草坪区获得优秀组织奖。

太原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将
建立和完善“项目大赛—项目入库
—项目展示—项目支持”的工作模
式，通过项目大赛发现、孵化、储备
项目；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项目库；通过项目展示交流活
动，相互借鉴，以老带新、取长补
短；并帮助优秀项目对接各类社会
资源支持。推动太原市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事业常态化、制度化，真正
打造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2 月 5 日是第 36
个国际志愿者日，由广
西志愿服务联合会、广
西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
开发的广西志愿服务云
平台——“桂志愿”系统
正式上线。当天同步推
出集信息查询、金融支
付、公共交通、保障服
务、优惠服务、公益回馈
六大功能于一身的“广
西注册志愿者证”，广西
1000 万余注册志愿者
将拥有专属“身份证”，
并能根据服务时长享受
多种激励政策。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
新变化，破解志愿服务
供需对接不够精准等

“瓶颈”问题，相关单位
建设开发了“桂志愿”系
统。这是一个覆盖全区
各地、各领域志愿服务
全过程的运行管理与服
务平台，设置有志愿者
和志愿组织注册登录、
志愿者证书申请、星级
认定、项目开展、时长补
录、群众需求库、志愿服
务库等功能，实现服务
与需求精准对接，满足
群众个体化、差异化、分
众化的志愿服务需求。
同时，依托自治区公安
厅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实
现志愿者实名认证，通
过“坐标定位”功能实现
志愿者在线签到和过程
管理，构建了畅通、安全的志愿服
务要素对接通道。经过1个多月的
试运行，已有注册志愿者1028万
人，志愿服务组织近4万个，完成
志愿服务项目3000多个。下一步，
该系统将进一步与国家民政部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
通，与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各系统各行
业志愿服务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为
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便
捷服务，为党委政府制定志愿服务
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为志愿服务事
业高质量发展开辟信息化路径。

（《广西日报》吕欣）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剪文明”堵河剪纸技艺培训志愿服务队在罗家坡村开展了“传承非遗文化‘剪’出文明风采”志
愿服务活动。图为小朋友们在志愿者的示范指导下学习剪纸技艺。 刘东陈伟 摄

20家“暖心小店”让爱心吸引爱心、让公益帮公益

江苏首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街区在泰州揭牌
泰文

微光成炬，向光而行。志愿者，用平凡书写伟大的一个群

体。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曾这样

评价志愿者：“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14 年后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即将

出现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他们会用灿烂的笑容、

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展示最美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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