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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东京奥运志愿者启示录

特殊奥运下的志愿者

“大约有 1 万名原计划为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服务的志愿
者已经宣布退出，占到志愿者总
数的 1/8。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
郎透露。

文教大学人类科学部副教
授、日本财团志愿者支援中心顾
问二宮雅也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关于 1 万名志愿者辞职的消息，
也有很多客观因素，例如，奥运
延期导致部分学生志愿者已经
毕业，还有一部分上年纪的志愿
者因为健康问题退出，另一部分
则是境外志愿者，限制入境让他
们也无法继续参与。

疫情的影响下，除了主动放
弃机会的志愿者，还有一部分人
则是无奈地与奥运会擦肩而过。
笹川体育财团高级政策执行官
茂树涩谷对记者表示，他所在机
构此前针对志愿者进行了语言、

引导等方面的培训， 但今年 3
月，“海外观众将被禁止入境日
本观看奥运会” 的消息发布后，
“对很多志愿者造成打击”，而这
部分志愿者突然“无事可做”。

更严峻的考验出现在奥运
会开幕当月，赛事被紧急要求在
“无观众”的状态下举行，意味着
已经准备好迎接奥运会的志愿
者又将面临一轮筛淘。 茂树涩谷
表示，尽管组委会尽可能为这些
志愿者安排了新的工作以“展现
东京的魅力”， 但临场的变动依
然让本次赛会在志愿者问题上
产生了较大损失。

因为精通汉语、 日语和英
语，整个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
间，郑鸥鸣被分配在主新闻中心
工作。 但与此前几届奥运会不
同，东京奥组委并未给志愿者提
供住宿，按东京的物价，他一个
月的志愿服务完成后，仅住宿就
得花费近 1 万元人民币， 为此，
郑鸥鸣只能在东京一套公寓的
小隔间中“蜗居”。

郑鸥鸣注意到，组委会对志
愿者交通食宿的“严苛”很少引
起日本当地志愿者的腹诽，“日
本民众对志愿服务已经达成共
识， 就是去义务给他人提供服

务， 但志愿者必须有组织地服
务。 ”他向记者表示，当你贸然提
供帮助， 对方通常回应的不是

“谢谢”而是“对不起”，“因为在
日本民众的观念里，接受你的帮
助等于给你增添了麻烦。 ”

无处不在的志愿服务

1995 年 1 月 17 日， 日本大
阪和神户地区发生 7.3 级地震。
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发生的 3 个
月内，有超过 120 万名志愿者直
接开展了救援活动。

“日本志愿服务的意识和水
平都通过这次大地震得到很大
提升。 ”茂树涩谷说，“在此之前，
很多日本民众认为志愿者就是
被邀请、被分配任务才会去做这
件事，而且很多人认为志愿服务
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可以放弃
的事，但这次经历后，人们重新
认识了志愿者存在的意义。 ”

在此之后，日本的志愿服务开
始渗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以体
育领域为例，有专门针对老年人健
康增进的服务，也有进入校园为学
生提供运动指导的团体。

甚至在高度成熟的职业联
赛中，也少不了志愿者的身影。

可如何能让有意愿的人士
长期拥有参与志愿服务的渠道，
保持他们的活力，也是日本体育
志愿服务遇到的现实问题。

二宮雅也表示，目前较为成
熟的渠道是遍布全国的马拉松
赛事， 尤其在 2007 年东京马拉
松召开后，以它为契机，马拉松
赛事不断增加，“一天就能结束
的活动门槛不高，很多人借助当
志愿者的机会，既满足了观赛也
满足了旅行”。

可除马拉松之外，每次大型
赛会举办后，志愿者遗产很难得
到充分利用。 即便被茂树涩谷认
为是“成功体育志愿案例”的
2019 年美式橄榄球世界杯，也仅
在赛期发挥了“志愿者名片”的
效应，赛后也未能“将这些有干
劲儿的人集中在一起。 ”

长期耕耘在体育志愿者组
织领域，茂树涩谷认为应当借助
本次奥运会，再次强调志愿者遗
产利用的重要性，尤其在这样特
殊情况下坚持至今的志愿者，除
了要强调尊重、 理解和感谢外，
还应当把他们凝聚起来，保留下
来。 他透露，东京奥运会分为赛
会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 目前，
东京都和日本政府已经有意愿

将部分城市志愿者保留下来。
二宮雅也也表示， 在专业培

训的前提下，灾害救援、国际文化
交流等领域也能成为体育赛会志
愿者发光发热的领域， 但转化还
需要更多志愿者机构来探索。

挑战中的新探索

东京奥运会顺利闭幕，不到
半年后就将迎来北京冬奥会。

茂树涩谷表示，疫情给东京
奥运会来了一次“突然袭击”，在
这种情况下，体育志愿者的组织
工作确实遇到不少挑战，而这些
挑战或能给此后的奥运主办城
市提供参考依据，以便作万全准
备。 同时，他也强调，除了挑战之
外，东京奥运会也有一些积极的
探索， 希望能借助奥运会的平
台，让更多国家受益。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时，茂树
涩谷曾跟随访问团学习志愿者
组织经验，他对在冬奥场馆中一
位坐轮椅的德国志愿者给他提
供帮助印象深刻。 在东京奥运会
开幕前，日本驻华大使馆曾在线
上发布“2020 东京奥运会遗产”
相关资料，大量篇幅提及的都是
城市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和完善，

“和 1964 年东京奥运会留下了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这届奥
运会更关注到城市便利性和人
文关怀的建设。 ”

“东京奥组委中，包括较高层
级的工作人员里， 残障人士的占
比是很多的， 我们尊重并懂得如
何让他们发挥最大价值。 ”茂树涩
谷表示， 在本届奥运会的很多场
馆， 车站问询的岗位上会配备一
位视力正常的志愿者陪同一位视
障志愿者，“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此外，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
显著，70 岁以上人群再就业的情
况也十分常见，赛场上经常出现
的高龄志愿者也是本届赛会一
道独特风景，“我在平昌见到的
大多数是年轻的女性志愿者，而
日本志愿者的年龄层更加成熟，
年长群体有他们特殊的认知和
优势，有些经验不是年轻人想学
就能学到的，我们需要给更多元
的年龄层创造参与大型赛会的
机会。 ” （据《中国青年报》）

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在田径场摆放跨栏架

“我尤其要感谢志愿
者 ， 你们让一切

成为可能。 ”8 月 8 日，东京奥
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专程用日语对参与本
届赛会的志愿者表示感谢。

郑鸥鸣就是被感谢的一员。
随着奥运会闭幕，他的志愿服务
工作暂告一段落， 巧合的是，13
年前的同一天，是北京奥运会开
幕的日子，那也是他想成为一名
奥运志愿者的开始。

2006 年，郑鸥鸣来到日本
留学，从本科开始一直到博士
后研究员 。 北京奥运会召开
时 ，他正在读大二 ，一度想回
国成为一名奥运志愿者，但最
终没能实现 ，因此 ，当东京获
得奥运会举办权时，他第一时
间就完成报名。

据东京奥组委的数据，像
郑鸥鸣一样为东京奥运会、残
奥会提供服务的志愿者登记
人数为 70970 人 ，其中奥运会
有 51672 人， 年龄从 10 多岁
至 90 多岁，日本国籍有 63878
人，外国籍有 709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