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从北京到张家口，
从主媒体中心

到竞赛场馆，北京冬残奥
会处处都有志愿者忙碌
的身影。 在体育竞赛、场
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
运行等业务领域，9000
余名志愿者提供高质量
的志愿服务，一张张灿烂
的笑脸，汇成一道道美丽
的风景，为北京冬残奥会
增添了亮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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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 余名志愿者服务北京冬残奥会

“在这里，我们觉得很有归
属感”

“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冬奥成
功那年，我还在上初中。 当时我
想，2022 年自己应该上大三了，
那时候我会在哪里？ 会不会当一
名志愿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
生叶纹笑宇觉得自己跟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很有缘分。

而今，叶纹笑宇如愿成为北
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志愿者。
作为一名语言服务志愿者，叶纹
笑宇觉得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也
让她收获了很多：“有一次，我帮
两位意大利国际同传译员解决

了交通线路方面的问题，他们送
给我小徽章作为礼物。 这是对我
的一种肯定，也让我深受感动。 ”

让叶纹笑宇感动的还有位
于主媒体中心的志愿者之家。 3
月 8 日，志愿者之家为女性志愿
者准备了一份大礼包，还组织了
制作毛毡玩偶、 叠星星送祝福、
画花朵录瞬间等活动。“在这里，
我们觉得很有归属感，还交到了
很多朋友。 ”叶纹笑宇说。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志愿
者谢子硕同样在北京冬残奥会
志愿工作中找到了归属感。 谢子
硕是燕山大学的学生，作为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的摄影助理，他经
常在户外工作。 虽说比较辛苦，

但志愿者工作给他的最大感受
还是温暖和充实，“能近距离接
触冰雪运动，感受冰雪运动的魅
力，这让我兴奋不已。 我很荣幸
能作为一名志愿者，见证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 ”

“最快乐的 ， 莫过于帮助
别人”

“欢迎来到国家体育馆”“请
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离席时
请您注意脚下”“请您带好随身
物品”……这些是国家体育馆的
志愿者王梓博重复最多的话。 他
细致的引导、真诚的笑容，温暖
了众多观众。

22 岁的王梓博是北京交通
大学学生，也是北京冬残奥会 12
名残疾人志愿者之一。 他希望为
北京冬残奥会贡献力量，于是报
名参与了赛会志愿者选拔，最终
如愿成为国家体育馆的赛事服
务助理。 在助听器的帮助下，王
梓博热情地与观众交流、提供志
愿服务。

在王梓博看来，“最快乐的，
莫过于帮助别人”。 在一场残奥
冰球比赛前，一名外国观众找不
到座位，王梓博主动引导他快速
落座，这名观众感谢之余，拿出
手机与王梓博合影留念。

44 岁的残疾人志愿者杨旭
来自河北秦皇岛，在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提供志愿服务。“我的爱
人也是残疾人，她非常支持我的
选择，我是带着两个人的梦想进
行志愿服务的。 ”杨旭说。

北京冬残奥会期间，杨旭负
责国家冬季两项中心通行人员
的准入权限核验，他总是准时值
守在点位上。 除了本职工作，杨
旭还给自己“加码”，化身场馆无
障碍环境的“体验官”。 大到轮椅
坡道，小到电梯按钮，每当发现
问题，他都会拍照存档，提出改
进意见。 此外，身为英语老师的
杨旭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
为场馆录制英文提示语，书写中
英文通知。 他说，“能为北京冬残
奥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很有成就
感。 我也希望激励更多残疾人走

出家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我非常乐意为这种交流
贡献一份力量”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一名
外籍志愿者总是面带笑容，欢迎
观众。 他就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赤道几内亚留学生森迪。

作为赛事服务志愿者，森迪
主要负责观众引导和服务。 由于
对赛场流线了然于胸，对各种情
况做好预案并进行了演练，加上
自己出色的沟通能力，森迪工作
得非常愉快。 他说，“比赛进行得
很顺利，观众也非常满意。 这是
我们志愿者最乐于看到的。 ”

“能够参与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我一生中值得珍视的
机会。 志愿服务磨炼了我的意
志，锻炼了我的能力。 感恩北京，
感恩中国， 感恩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 ”2016 年就来到中国的
森迪，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
家，“北京冬残奥会是世界各地
残奥运动员竞技交流的盛会，我
非常乐意为这种交流贡献一份
力量”。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以来，志
愿者在各自工作领域用饱满的
热情、周到的服务努力为赛会顺
利举办奉献力量，让青春的风采
绽放在每个场景中，也将“微笑
的名片”越擦越亮。

（据《人民日报》）

为什么多出了一朵波斯菊？
唐占鑫提议的。

唐占鑫是谁？ 她是一位脊髓
受损的残疾人，还是北京市首个
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的创始人
之一。 冬奥会之前，希望之家承
接了制作颁奖用花的工作。唐占
鑫和团队召集了 150 多位残疾
人和他们的家属参与进来。

很自然地，唐占鑫就想能不
能增加一种花卉来体现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品质？ 比如波斯菊，
因其花语是不畏困难， 努力生
长，很合适。 北京冬奥组委采纳
了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我们今
天看到的情景。

有人可能会问了，在一场世
界级赛事中， 颁奖花束稍有变
化，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别看
只是增加了一朵小小的波斯菊，
却能折射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
巨大发展和进步。

冬残奥会是残疾人的体育
盛会，而残疾人的参与，并不只

限于赛场上。 在赛事筹办过程
中， 组织者选取最合适的工作
放心地交给残疾人团队， 而他
们也不辱使命， 保质保量地完
成了这项工作———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共使用颁奖花束
1251 束， 其中有 500 束出自残
疾人之手。

这一方面体现出北京冬残奥
会让更多残疾人享受到奥林匹
克的荣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也让残疾人体会到自身的价值
和社会的尊重———这份工作没
有因为交给残疾人而降低要求
和标准，残疾人朋友完全是以一
个平等的身份进入到赛事保障
工作中的。

这份工作， 给了残疾人证明
自己的机会。 这份工作，就是残
疾人自强不息的体现。 毕竟，对
于残疾人来说，改善生活状况的
关键就是工作、就是就业。 唐占
鑫背后，则是中国残疾人就业规
模不断扩大、就业层次不断提升

的状况。
“十三五”期间，中国城乡新

增 181 万残疾人就业， 每年平均
有 40 万残疾人参加政府补贴的
职业培训项目。 随着新业态的出
现，残疾人就业的门路不断拓宽，
当调音师、搞直播带货、做远程审
核……为更多残疾人的人生出
彩提供了舞台。

冬残奥会的举办提醒公
众， 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展残疾
人事业， 进一步强化尊重 、理
解、 关心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
围。 冬残奥会四年一次，助残的
行动可以每天都有。 当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出现在公共事务
中，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出现在
社会生活里， 甚至参与到重大
的活动中来， 就足以说明这个
社会为残疾人提供了足够的便
利和友好的环境。

多了一朵波斯菊， 多了一份
希望，多了一份美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多了一朵波斯菊（冰雪札记）

“

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北京冬残奥会的颁奖花束和冬奥会不太一
样———前者多了一朵蓝色的波斯菊。

按照一开始的设定，两个奥运，一种花束———包括玫瑰、月季、铃兰、绣
球、月桂、橄榄 6种花型，分别象征着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和平。

北京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

北京冬残奥会颁奖花束

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