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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

上袁 有这样一群充满
活力的身影袁他们怀揣着对奥林
匹克精神的向往袁投身于奥运志
愿服务工作遥 他们用微笑与汗
水尧奉献与友爱袁为奥运会增添
了色彩遥

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遥

提升自我袁敬业奉献

奥运会志愿服务是一个充

满挑战又别具吸引力的工作。为

了参与巴黎奥运会，志愿者经历

了一系列严格的筛选和培训。来

自湖北武汉的陈星子曾经在法

国留学 4年，那段经历给她留下
了难忘回忆。此次奥运会，她在

赛艇赛场负责混合采访区的服

务工作。陈星子说，在巴黎奥组

委官网报名后要回答 180道题，
主要是测试性格和考察沟通交

流能力，以及了解个人特点和志

愿服务意向。

据了解，成功入选的志愿者

会接受线上和线下培训，培训内

容涵盖赛事流程、安全知识、服

务规范、设备使用等多个方面。

“主要是了解场馆设施、路线、相

关比赛项目要求，以便更好地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观众和

媒体服务。”陈星子说。

奥运会志愿者需要具备较

高的综合素质，包括对奥林匹克

运动的理解、应对突发情况的能

力、跨文化交流的技巧等。“我希

望能利用好语言优势，让中国运

动员和观众在巴黎能够得到‘自

家人’的帮助，更好地体验奥运

会。”来自山东的张一诺来法留

学多年，在沙滩排球赛场负责观

众引导工作。

“我做过里约奥运会、北京

冬奥会的志愿者，这些志愿服务

经历让我对志愿者工作有了更

深的认识，现在继续参与巴黎奥

运会志愿服务。”31岁的林海禄
来自北京，在巴黎奥运村负责交

通管理工作。

在奥运会期间，来自中国的

志愿者分布在各个场馆和服务

岗位上。他们有的在比赛现场引

导观众入座、维持秩序；有的在

运动员休息室提供后勤保障；有

的在信息咨询处为人们解答问

题。无论在哪个岗位，他们用热

情和敬业服务巴黎奥运会，用微

笑和耐心为大家提供帮助。

互帮互助袁结下友谊

奥运会是世界人民友好交流

的聚会。因为工作关系常在中法

两地往返的吴雯慧已经是第五次

来法国。她在巴黎协和广场赛区

负责交通和引导工作，周边同事

来自比利时、美国、哥伦比亚等

地。“奥运会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们汇聚在一起。我和同事们友好

相处、真诚交流，彼此的距离在不

知不觉中拉近了。”吴雯慧说。

在工作中，来自中国的志愿

者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志

愿者互帮互助、互相协作，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在沙托鲁射击中

心工作的志愿者许诺来自山东，

是一名在法留学生。天气炎热加

上阳光直射，许诺主动提出让团

队中两名较为年长的女士负责

室内工作，他自己承担起在户外

服务记者采访的工作。“这里氛

围很好，当某个岗位的工作任务

繁重时，其他岗位的志愿者会主

动过来帮忙，大家始终保持着积

极心态。”许诺说。

来自湖北的郭小凡在主媒体

中心担任志愿者，利用自己通信

技术专业的优势帮助媒体记者解

决了不少难题。郭小凡说：“摄影

记者器材设备多，工作要求高。我

刚好具备专业知识和语言便利，

很高兴能帮助到大家。”郭小凡的

工作得到同事们认可，也获得很

多媒体工作人员的好评。

在射击赛场，许诺见证了中

国队在男子飞碟项目上的优异

成绩。“奥运会让全世界的优秀

运动员聚到一起。我也结识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人，大家

成为好朋友。”许诺说，做奥运会

志愿者将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

一次体验。

介绍中国袁展示风采

志愿者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

体现在工作上，还延伸到了生活

中。休息时间，大家会一起组织活

动，分享美食，交流各自国家和地

区的风土人情。通过这些互动，来

自中国的志愿者更加深入地了解

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

洁是浙江人，是射箭赛场上的志

愿者。“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同事一起工作，可以了解不同

的文化，也让我有机会向他们介

绍中国。”王洁说，“同事们知道

我来自中国，经常和我谈起中国

的美食和文化，能感觉到他们对

中国很感兴趣。”

王洁告诉记者，不少外国志

愿者都曾到过中国，中国给他们

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对还

没来过中国的志愿者朋友，我会

优先向他们推荐北京。”王洁说。

王俊鹏在巴黎工作，他早早

就申请做奥运会志愿者。郑钦文

为中国队拿到奥运会首枚网球女

单金牌，许多外国志愿者对她产

生了浓厚兴趣，王俊鹏会主动向

同事们介绍郑钦文的情况。王俊

鹏说，他的同事们认为，郑钦文落

落大方的谈吐、流利的表达和淡

定从容的心态让人充满好感，“比

赛结束后，无论多么累，她回答问

题时都既耐心又有礼貌。”

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来自

中国的志愿者用热情服务诠释了

奉献的精神，用互助传递了团结

的力量，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在比赛场馆内外努力工作———

用热情和敬业服务巴黎奥运会

8月 7日，随着 2024年平安青海建
设集中宣传日活动暨志愿服务平安行

启动，标志着青海省“美丽青海 志愿同

行”志愿服务八大行动全面展开。

据悉，今年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

联合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委统战

部、青海省委政法委、青海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教

育厅、青海省生态环境厅、青海省文化

和旅游厅、共青团青海省委开展以“美

丽青海 志愿同行”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八大行动，围绕生态环保、民族团结、

平安建设、文明创建、关心关爱、社区

建设、文旅融合、大型赛事等重点工

作，从八个方面首次系统部署全省志

愿服务工作。

八大行动包括“志愿服务生态行”，

开展生态科学普及、生态环保和植绿护

绿爱绿活动；“志愿服务团结行”，开展

农牧区帮教帮困和优秀文化传播活动；

“志愿服务平安行”，开展平安建设宣

传、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活

动；“志愿服务文明行”，开展文明理念

传播、网络文明行为宣传普及等活动；

“志愿服务关爱行”，开展老年人、妇女

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关心关爱和春运

“暖冬行动”；“志愿服务社区行”，以建

设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解决社区事务、

开展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志愿服务

文旅行”，以开展文明旅游引导、对外

宣传推介等为主要方式；“志愿服务赛

事行”，通过组建高校志愿服务队伍、

参与重大赛会保障等方式，展示青海新

形象。

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希望通过志

愿服务八大行动，鼓励引导青海全省志

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美丽青

海建设，构建多部门联动、多行业参与

的新时代志愿服务格局，提高志愿服务

社会参与度、活跃度，增强全社会责任

意识、奉献意识，实现志愿服务制度化、

社会化、专业化、常态化发展，让志愿服

务成为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标志。

渊据叶青海日报曳冤

青海省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八大行动

在基层图书馆参与古籍普查编目、协

助专家抢救性修复古籍文献……经过多

年实践，文化志愿者参与云南古籍保护工

作实现常态化，广大志愿者逐渐成为古籍

保护“生力军”。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图书馆了解到，云

南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受训人员已接近

2000人次，注册古籍普查文化志愿者 460
余人，志愿者参与普查登记古籍累计超 17
万册、审校数据 3.5万余条；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受训人员超 1300人次。

云南古籍文献卷帙浩繁，分藏于各地

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据初

步估算，全省古籍文献存量近百万册

（件），其中少数民族古籍存量达 10万余
册（件）。

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颜艳

萍介绍，为解决古籍保护人才短缺的困

难，近年来，云南引入“专家+志愿者”模
式，招募云南高校历史与档案等相关专业

学生作为志愿者，就古籍整理、普查登记、

古籍修复等方面接受专家培训，积极投身

古籍保护一线。

古籍普查登记是一项极为繁琐的工

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学生张巍耀

曾参加云南省图书馆、曲靖市图书馆古籍

普查志愿服务，参与完成古籍普查登记

639 部、7055册，厘清了古籍分类、题名、
著者、版本、装帧形式、册数、存卷、收藏单

位等信息。“古籍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明

的记录，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有责任为

古籍保护做出贡献。”他说。

此外，云南还通过集中培训和师带徒

方式举办不同层次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在全省培养了一批古籍修复骨干，形成相

对完备的古籍修复人才梯队。据了解，古

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开展期间，古籍修复

专家言传身教，带领志愿者调研各地古籍

破损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古籍修复计划。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希望

更多志愿者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为

中华古籍保护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云南

省古籍保护中心修复导师杨利群说。

渊据新华网冤

文化志愿者渐成云南古籍保护野生力军冶

王俊鹏渊后排左一冤及志愿者团队在网球女单决赛后与夺得冠军的中国队选手郑钦文合影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