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突击队员协助推车

青年志愿队有力量

9月 7日清晨，超强台风“摩
羯”刚刚过境海口，“蓝马甲”的身

影就出现在倒伏的树木边、积水的

路段上和受灾的居民家门口……

“阿姨，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你家需要物资吗？”早早投入服

务的志愿者符晓雅逐门逐户地

询问居民、发放生活物资。

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要求，团海口市委迅速发

动台风过境前已储备的 70多支
青年志愿者队伍、共计 2000余
人的志愿力量陆续投入灾后恢

复一线，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

深入秀英区向荣村、龙华区海垦

街道、琼山区中山路、美兰区青

年路等乡镇街道、居民小区、主

要干道，主动开展道路清障、应

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团市委的干部一直和我们

在一起，让我们心里暖暖的！”为

了克服指挥调度通信不畅的问

题，团市委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

职工全部划片下沉至各区，一线

指导并参与风后恢复志愿服务，

现场动员周边居民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进一步增强基层力量。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只要我们

青年志愿者们团结一心，没有什

么困难克服不了。”团海口市委

志社部部长林威对记者说。

在全省其他市县，青年志愿

者的身影同样活跃。

在文昌，团文昌市委发出招募

令，凝聚组织青年志愿者，共动员

950余名志愿者深入一线、冲进泥
泞，清理倒塌树木，协助转移受灾

厂房物资，踏遍每一个角落，只为

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儋州，面对风雨过境后的

满目疮痍，团儋州市委共发动了

300 余支队伍约 5000 名青年志
愿者迅速投入道路清障、恢复生

产的灾后恢复行动中。

在澄迈，182支队伍约 1200
多名青年志愿者们不分昼夜、不

怕险阻，深入受阻道路、受灾乡

村，在全县 12个乡镇尽最大力
量与群众共克时艰……

青年突击队冲到最前沿

9月 7日下午，五源河体育
馆文体中心中路附近，受轮渡停

航影响的货车在路边统一集中

停留。“蓝马甲”们穿梭在货车之

间，为滞留在此的货车师傅们派

发饮用水和应急食品。

他们是来自中海石油（中

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团委的

青年突击队队员。当天早上，该

公司团委积极响应团秀英区委

号召，组织“蔚蓝力量”青年突击

队成员近 30人，在五源河文体
中心中路、椰海大道、长彤路参

与救援服务工作，开展物资发

放、路障清理、涉水推车等服务。

“截至目前，青年突击队队员们

已搬运转移物资 100余箱，为近
400 名滞留人员发放应急物资
2000余件。”中国海油有限海南
分公司团委书记吴龙介绍。

国兴大道上，道路两旁多数

树木或遭强风吹折，或被连根拔

起，几乎将道路完全阻挡。9月 7
日晚，海南住建系统应急救援队

伍中建五局分队迅速响应海南

省住建厅、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应

援要求，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

动员志愿者前往滨海大道、国兴

大道等重要交通道路，参与台风

过后的环境清理、道路疏通等工

作，助力城市快速恢复秩序。

为支援专业清障队伍，突击

队员听从统一调度，不厌其烦地

往返运送设备、购买替换耗材，

尽最大可能保障清障作业进度；

为提升搬运效率，他们用简单的

工具将大树枝截断、靠人力一节

节移出道路，齐心协力将杂乱无

章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

“灾后重建工作刚刚开始，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发挥青年突

击队的引领作用，以号召发动团

员青年参与到救灾抢险的最一

线、困难帮扶的最前沿，尽最大

可能为灾后重建贡献力量！”中

建五局海南分公司团委负责人

杨建业表示。

大学生志愿者野干劲拉满冶

“今天必须加油干。再过两

天，我们的校园就要迎接新同学

了！”9月 8日，在海南师范大学
的一处电动车集中停放点，正在

本校就读大三的志愿者余同学

向记者说。她细心地将被吹倒的

电动车扶起，耐心地为每一架电

动车支起“大脚”，使停放点的样

貌恢复如初。

余同学的话，是风雨过后广

大大学生们的共同心声。受“摩

羯”影响，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等高校校园部分设施受损，师

生的日常活动亦受到影响。台风

过后，海口的高校校园渐渐恢复

生气，大学生们纷纷自发地充当

起大学生志愿者，投入道路清障、

校容复原和互帮互助等一系列恢

复校园生活的举措中。9月 8日
下午，在海南省教育厅和团省委

的统一指导下，由海南大学发起

的海南高校大学生台风“摩羯”灾

后重建突击队正式组建，大学生

志愿者们表示深受鼓舞，愿意为

灾后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渊据叶海口日报曳冤

冶
9 月 7日以来，面对超强台风“摩羯”过境造成的影响，

海南全省 1万多名青年志愿者组成近千支青年志愿

队、青年突击队、大学生志愿队，积极投身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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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野复冶浴
海南 1万多名青年志愿者投身灾后重建

“我印象最深的是友好的笑

容，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总对

我友好地微笑。”一位外国记者

对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新闻中心的志愿者印象深刻。

据了解，本届峰会期间共有 20
所高校的 700 名志愿者参与咨
询引导、语言翻译、讲解展示、媒

体服务等 69种岗位服务。志愿
者们的笑容成为超越国界的友

好问候。衣着整洁、举止得体、时

刻面带微笑的志愿者们，以自己

的语言背景和专业服务，成为峰

会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来自北京大学的志愿者蒋

燕冰在故宫环保文创展览区提

供服务。9月 2日是蒋燕冰志愿
服务的第一天，很多外国友人在

传统工艺品前驻足，他们对这些

文化符号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一展区的文创产品，体

现了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传统

美德，也展现了中国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响应。”蒋

燕冰说，“作为志愿者，需要时刻

保持专注、认真和积极的态度，

并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学习，像一

颗螺丝钉一样融入峰会服务工

作之中，展现我们国家的风采。”

蒋燕冰说：“作为志愿者，应

加强对各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

学会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

流与互鉴。”

非遗展台的志愿者都是“多

面手”，引导、翻译，甚至手工制

作，都是他们要承担的工作。来

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志愿者时

尚就是其中一员。

“我用英语、法语向外宾介

绍哈氏风筝，让外国朋友简要了

解其背后蕴含的工匠巧思及深

厚底蕴。”时尚说，中外人士围绕

非遗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对话交

流，令她印象深刻。

9月 2日，一位来自洪都拉
斯的记者在展柜前仔细打量每

一个风筝，询问图案的寓意，并

参与制作体验。在制作体验时，

这位记者认真聆听每一个步骤，

询问许多细节，并分享了小时候

放风筝的经历。时尚说：“最令人

感动的是，这位外国记者非常关

心哈氏风筝的传承问题，她反复

确认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否有人

掌握了这项技艺。”

“我非常开心能看到中国

的非遗受到外国朋友的赞赏与

喜爱，这有利于让中华文化‘走

出去’。”时尚感慨道，“当看到

记者听完讲解后更加欣赏的目

光，我更真切地感受到语言在

跨文化沟通中的桥梁性作用，

也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

责任与使命。”

志愿者汪钰宁也来自北京

外国语大学，主要职责是向各国

嘉宾介绍景泰蓝的制作技艺。9
月 3日，汪钰宁迎来了两位来自
赤道几内亚的记者，他们被景泰

蓝制品深深吸引。见状，汪钰宁

便主动上前，热情地向他们介绍

起展品。两位记者不断向汪钰宁

询问用途及含义。汪钰宁说：“从

他们的提问中，我深切感受到他

们对中国文化那份纯真而浓厚

的热爱。”

“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向

世界展示中国独特魅力、传递中

国声音的宝贵契机。”汪钰宁说，

“在非遗展台上，通过生动讲述

展品背后的故事，能让‘中国故

事’以更加鲜活、多维的方式展

现在世界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成

为中国形象的诠释者、中国故事

的讲述者。”

9月 4日，在新闻中心发布厅
门口，记者遇到了来自中央财经

大学的志愿者邓亦舒，她和同事

一起负责媒体记者签到、分发及

摆放材料等工作。随着发布会时

间临近，邓亦舒越来越忙碌，她熟

练地帮助记者办理入场手续。

“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我对

如何更好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

国故事有了新的想法。”邓亦舒

说，“要运用生动案例，传递中国

故事的魅力。”

“在志愿服务中，各国记者

的热情与专注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每当我与他们目光交汇

时，他们常常会微笑着用中文说

‘你好’，让我深刻体会到中非友

谊的深厚底蕴。”邓亦舒说，“他

们希望能够将双方合作成果传

递给自己的同胞，这种敬业精神

让我深感敬佩。”

渊据叶中国旅游报曳冤

志愿者的笑容 超越国界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