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个奥林匹克迷， 为了
能离奥运会近一点， 我特意报考
了北京体育大学的英语专业， 报
考研究生时， 我又选择了奥林匹
克方向。” 时至今日， 北京奥运
会志愿者、 朝阳区信访办工作人
员李秀媛说起十年前的奥运经历
时， 言语中仍有难以掩饰的兴奋
和自豪。

2008年 ， 北京举办奥运会
时， 李秀媛还是名英语专业大三

的学生， 由于专业优势， 他们全
班同学都参加了奥运会的志愿服
务工作， 她自己也是圆了多年的
“奥运梦”。 “当时， 我担任了奥
运会曲棍球项目的联络员和残奥
会盲人门球主席联络员 ， 加上
2007年服务 “好运北京” 系列赛
事， 我和同学们整整两个暑假都
没能回家， 但没有一个人因此抱
怨。” 李秀媛说， 让她印象颇深
的是， 她的一名同学被安排担任

网球比赛的球童， 那年夏天雨水
特别多， 她的同学就那么冒着雨
穿梭在球场中为运动员捡球 ，
“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从
小没怎么吃过苦， 但是受到奥林
匹克精神 、 志愿服务精神的影
响， 大家都跟变了个人似的， 任
劳任怨， 甘于奉献， 好像是奥运
会让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

奥运会结束后， 几乎没有休
息的李秀媛又马上投身到残奥会
的志愿服务中， 因为要和盲人打
交道， 她之前做了不少功课， 生
怕自己的服务让对方感到不被尊
重， 可是等到她真正和盲人门球
运动员接触后， 她知道自己多虑
了， 他们是一群非常可爱且友好
的人。 “我书包上挂着一个小兔
子， 他们说只要一摸到那个小兔

子 ， 就知道我来了 ， 那个小兔
子 ， 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暗
号， 比赛结束时， 我把那个小兔
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服务的那名
盲人。” 李秀媛说， 这虽然只是
一件小事， 但是在当时的两人看
来， 却满是温情， “是那些盲人
运动员让我真正懂得， 何为友谊
第一， 比赛第二。”

参加工作后， 李秀媛很难再
抽出时间参与志愿服务， 但又有
很多时候， 她感觉自己其实一直
没有离开志愿服务行列。 当时，
志愿者有一句口号， 叫做 “微笑
是北京最好的名片”， 这句口号，
她一直记得， 并且把它用在了日
常工作中。 “刚参加工作时， 我
遇到一次上访群众情绪激动的事
件， 对方经常上访， 一来就对我

们出言不逊， 见我是个新来的小
姑娘， 他更加了几分张狂， 但我
是个特别爱笑的人， 不管他说什
么， 我都笑脸相迎， 可能是应了
那句抬手不打笑脸人吧， 对方的
情绪竟渐渐平复了， 这时再开展
工作自然就顺利得多。” 在李秀
媛看来， 信访工作和志愿服务有
很多相通之处， 两者只不过是面
对的群体不同， 参与奥运志愿服
务时， 微笑、 理解和关怀让她结
交了许多朋友， 在信访工作中，
微笑、 理解和关怀则助她化解了
许多矛盾。

“得知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
会成功的消息时， 我真的特别激
动， 因为这意味着我又有机会参
与奥运会的志愿服务了。” 李秀
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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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风采：

“今年冬天， 我在平昌度过
了 一 个 特 别 有 意 义 的 春 节 ，
我 以 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平昌
冬奥会 ， 一方面是希 望 能 够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 另 一 方 面 是 希

望 多积累一些服务冬奥会的经
验， 为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志愿服务做好准备 。 ” 北京奥
运会志愿者、 北京德壹家人社会
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兼创始人程

浩说。
程浩是名 “90后 ”， 他说 ，

参与北京奥运志愿服务时， 他还
是名高中生， 能做的事情十分有
限， 如今， 已经在公益之路上走
了多年的他， 拥有非常丰富的志
愿服务经验， 他希望以最佳的状
态投入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志
愿服务中。

“十年前， 我是北京奥运会
媒体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因为我
的英语不错， 所以就安排我为记
者提供一些基础服务， 包括告诉
他们哪个区域可以进行摄影采
访， 哪个区域不可以……都是一
些很琐碎的事情， 服务工作虽然
很累， 但是却带给我一种难以用
语言形容的满足感 。” 程浩说 ，

参与北京奥运会并不是他第一次
接触志愿服务， 之前， 他曾多次
参加学校组织的养老敬老活动，
利用业余时间到敬老院打扫卫
生， 陪老人聊天， “参与志愿服
务内心收获的快乐是用多少金钱
都换不来的。” 在十几岁的程浩
心中， 志愿服务的种子便已经发
了芽。

后来程浩在某世界500强企
业工作， 心中却依旧惦记着志愿
服务，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
相信， 我甚至会请假去参加志愿
服务 ， 次数多了 ， 领导颇有微
词， 于是我就干脆辞职出来踏踏
实实去做志愿服务 。” 程浩说 ，
现在， 他所做的志愿服务主要覆
盖为老服务和青少年教育两方

面， 包括环保课堂、 安全教育和
助力冬奥等内容。

“今年年初， 在和平昌冬奥
组委联络确认之后， 我带着一支
20人的志愿服务队伍来到韩国 ，
参加了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程浩说， 抵达平昌， 首先考验他
们的便是寒冷的天气， 那里白天
平均气温仅为零下30摄氏度， 队
员们脚上穿着两双厚棉袜和一双
厚靴子仍然会被冻透， 但是大家
并没有因此而打退堂鼓， 这支以
“90后” 为主力军的队伍活跃在
滑行中心 ， 义务为观众提供指
路、 失物招领等服务。 “有了这
次平昌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经验，
相信我们一定能更好地服务北京
冬奥会。” 程浩说。

“奥运精神一直贯穿于我这
十年的工作、 生活中。” 北京奥
运会志愿者、 北京邮政科学研究
设计院办公室主任高威威说， 奥
运精神之于他， 就好像是一个精
神宝藏， 为后来的他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奋斗动力。

“当时，我们单位只有6个人
被抽调参加了奥运志愿服务，我
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当时不知被
多少人羡慕呢！ ”高威威说，他的
任务是开车接送官员、运动员，每
天早上六点就要出门赶赴西郊机
场， 和出租车一起排队等候，“承

担这项任务的人必须政治过硬，
驾驶经验丰富， 当时单位优中选
优，挑出我们几个人参加。 ”

“作为一名普通职工， 一辈
子能有几次机会服务这种国家级
重大活动啊！ 所以， 我们每个人
都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哪
怕每天起早贪黑， 也没有一个人
有怨言。” 高威威说， 虽然十年
过去了， 但当时参与志愿服务的
点滴他仍记忆犹新。

在高威威的书桌上， 至今珍
藏着一张来自台湾友人的名片，
“那是我负责接送的一名台湾地
区官员， 当我带着他穿城而过的

时候， 他十分动容地说， ‘没想
到祖国的发展这么快， 这么好，
不光是场馆建设得好， 各项保障
服务也非常到位’。” 高威威说，
可能是有感于自己所提供的优质
志愿服务， 这位官员在下车时特
意向他递上了一张名片。

特别难得的是， 奥运会还让
高威威多了一群“亲人”，用他自
己的话说，“他们是我家庭之外的
兄弟姐妹。 ”高威威回忆道，提供
奥运志愿服务的时候， 他们是以
小队为单位的，每个小队十辆车，
大家每天都在一起， 冒着酷暑排
队等候， 冒着大雨将客人送至目

的地……大家虽来自各行各业，
但这段特殊的共同经历让他们的
感情迅速升温， 直至奥运会结束
后许多年， 他们仍会抽出时间聚
会，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亲人”。

“奥运会虽然结束了， 但是
奥运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身
体中。” 高威威说道， 他牢牢记
得奥运精神是更快 、 更高 、 更
强， 那是在很多年以后他才意识
到， 奥运精神对他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在工作中， 他变得比从前
更加乐观、 积极、 向上， 更加勇
于拼搏， 特别是那股不服输的精
神， 鞭策着他不断进步。

邮政科学研究设计院职工高威威：

服务奥运让我多了一群“亲人”
□本报记者 张晶

后继有人：

志愿者组织创始人程浩：

在平昌积累经验 为北京更好服务
□本报记者 张晶

朝阳区信访办职工李秀媛：

“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
□本报记者 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