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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增———这个名字从事本
市 职 工 体 育 工 作 的 朋 友 都 不
会 感 到陌生 ， 工体跟职工体育
赛事有关的活动， 李大增都是重
要的组织者之一。 职业生涯与体
育结缘， 这么多年一直在为职工
的文体活动奔走， 李大增默默无
闻地挥洒着汗水去描绘北京职工
体育的 “美景”。 十年之前， 李
大增也是千千万万奥运会志愿者
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市
总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组
织奥运会文明拉拉队。 如果我们
查找2008年及2008年前后的 《劳
动午报》 和 《工会博览》 杂志，
会发现里面有相当大比例的内容
都 是 在 介 绍 文 明 拉 拉 队 的 事
迹 。 奥运会后 ， 市总工会职工
文 明 拉 拉 队 组 委 会 获 得 了
“北京 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 ”
荣誉称号。 李大增当时就是在文
明 拉 拉 队 组 织 活 动 中 做 服 务
工 作 的 。 据他回忆 ， 文明拉拉
队在奥运会前两年就开始组建
了 ， 市 总 及 相 关 单 位 为 拉 拉
队员们组织了很多场培训活动。
到奥运会赛场加油助威， 不是简
单喊喊口号就得了， 还需要了解
很多奥运会的历史、 相关项目的
规则。 市职工文明拉拉队组委会
针对队员的现状 ,开办了 “文明
观赛大讲堂 ” ,聘请40多名专家

学者组成讲师团 ,采取集中培训 ,
送课上门等多种方式深入基层。
奥运会之前和赛中， 北京市共组
织奥运知识培训及助威动作训练
数百场 ,培训拉拉队指挥员 、 教
练员 、 骨干队员 10余万人次 。
2008年奥运会期间， 李大增随文
明拉拉队去过很多赛场 ， 像射
击、 射箭、 残奥会盲人门球这些
比赛， 需要的是静而不是动———
比赛中什么时候鼓掌， 什么时候

“喊好儿”， 这都需要在培训中反
复强调和演练。 李大增说， 文明
拉拉队跑遍了奥运会每个赛场，
特别那些不大受关注的项目， 因
为文明拉拉队的存在， 而变得热
闹， 文明拉拉队大大活跃了赛场
的气氛。

那个时候的文明拉拉队的确
起到了 “文明榜样” 的作用。 李
大增回忆说， 当时有的赛场球迷
情绪比较激动， 会喊出一些不文
明的语言， 当这种苗头出现时，
文明拉拉队就会用歌声和有节奏
的掌声把这种 “坏苗头” 压制下
去。 文明拉拉队队员来自首都各
个单位， 大家都是普通职工， 每
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职工们克服
了很多困难， 即便天气再差、 路
途再远， 职工们也都没有什么怨
言， 大家都把奥运会看做自己一
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记者请
李大增说说他自己在奥运会中的
付出， 他却笑笑说自己 “不值一
提”。 这就是奥运会志愿者的奉
献精神， 他们现在都活跃在各个
岗位， 对于当年的付出和辛苦，

他们自己却往往不愿意提及， 因
为在他们心里， 这些都是应该做
的。

我们常说 “奥运会遗产 ”，
对于参与过奥运会的人来说 ，
“奥运精神” 是永远铭刻在心中
的。 奥运会期间， 李大增攒了一
些纪念品， 后来这些纪念品很多
都分发给了他身边的人， 用李大
增的话说， 他希望身边的人都能
体会到奥运会的 “温度”。 谈到
奥运会给他带来了什么， 李大增
认为这种影响是 “潜移默化 ”
的。 现在李大增依然在职工体育
一线工作打拼， 他说他会时刻以
“奥运会工作者” 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 李大增非常注意提携晚生
后辈， 他乐于将自己的工作经验
传授给年轻同志， 这也让他身边
许多同事受益。 2015年北京-张
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那天， 李大
增老师带领着职工广播操演示团
在鸟巢景观大道进行了表演， 他
希望能为冬奥会再多尽一分力
量， 希望能成为冬奥会千千万万
志愿者中的一员。

奥运十年 志愿延续
十年前的今天 ，

奥运圣火在国家体育
场 熊 熊 燃 起 。 十 年
后， 北京-张家口冬
奥会再上征程。 一届
体 育 盛 会 的 成 功 举
办， 离不开千千万万
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们
辛勤的付出， 在北京
奥运会的各个志愿者
队伍中， 有来自首都
的各界职工， 也有各
大院校学生， 奉献利
他， 是他们的真实写
照 。 倡导文明观赛 、
维护赛场秩序、 服务
各界人士……在北京
奥运赛场上， 各国参
赛选手通过数量庞大
的志愿者读懂了中国
人的微笑， 而这种微
笑， 在十年后仍然得
以延续。

职工风采：

李大增：
用“奥运会工作者”标准要求自己
□本报记者 段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