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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场 内 外 的“ 志 愿 蓝 ”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常 理

“有事就找志愿者，他们会告诉你怎

么走！”“别担心，找不到就问身边的志

愿者。”“谢谢，你们辛苦了！”这

是我们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上听到最多的话语。

蓝色是志愿者衣服

的 颜 色 ，于 是“ 志 愿 蓝 ”

成 了 他 们 的 代 名 词 。

从开闭幕式场地到比

赛场馆，从冬奥村、

冬残奥村到主媒体

中心，从车站到停

车 场 ，哪 里 有 需

要 ，志 愿 者 就 会

在哪里。

一 次 简 单 的

问询，一个善意

的提醒，一个

温 暖 的 微

笑 ， 志 愿

者 成 为

北 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最好名片，为圆满举办

“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贡献青春

力量。

传递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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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

服 务 助 理 王 梓 博 每 天 要 重 复 许 多 次 这 些

话。他是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四学

生，先天听力障碍，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一名残疾人志愿者。在助听器的帮助下，

他和健全人一样，可以正常交流。

在冬残奥会开幕前，王梓博专门学习了

一些手语的动作和表达方式，“我不仅学习了

手语，还备好了笔和纸，随时准备与观众沟

通，尽可能帮助他们获得最好的观赛体验，让

他们感受到温暖”。

对于自己的工作内容，王梓博总结出 4

个方面，赛前组织观众进场，引导观众找到自

己的座位；赛时监督观众佩戴口罩，提醒观众

场内不能饮水和进食；赛后引导观众有序退

场；为观众答疑解惑，如指引场馆卫生间、商

店位置等。

“为提升残疾人的观赛体验，国家体育馆

对多区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专门增加了无

障碍看台，把最佳观赛位置的座席留给残疾

人观众。”王梓博告诉记者。

王 梓 博 说 ， 温 暖 是 可 以 互 相 传 递 的 。

有一次，一队小朋友举着门票，排队等候

进入观众席。他笑着向小朋友挥手说：“小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国家体育

馆，祝你们观赛愉快！”小朋友们也热情地

向他挥手，其中一个小男孩跑过来说：“哥

哥，你们好棒，我将来也要成为像你们一

样的志愿者！”这种让王梓博感动的情景每

天都在发生。

“真诚的笑容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可以

穿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感染每一个

人。”王梓博说。

尽己所能

“为了更好地服务北京冬残奥会，我们志

愿者一直在努力。”延庆冬残奥村志愿者郑伟

博与记者分享了他在志愿服务期间的感受与

故事。

郑伟博说，在延庆冬奥村完善的无障碍

环境中，志愿者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日常工

作，运动员也可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

境，“在短暂的志愿服务期间，我们与运动员

结下了深厚友谊”。

“通过线上课程，我们学习了如何正确感

知运动员的需求、如何辅助残疾人运动员推

行轮椅等。”郑伟博说，延庆冬奥村前期的压

力测试以及学校组织的扶残助残模拟演练，

给志愿者提供了实操场地，为正式上岗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转换期，志愿者协助场馆在 44 个小时

内完成了 95 处无障碍设施，以及形象景观的

升级和改造。同时，根据冬残奥村内残疾人

运动员流线进行了多次模拟演排。

“志愿者们蒙上双眼乘坐轮椅，体验运动

员们每一条行动路线，提前解决他们可能遇

到的问题。这样在运动员来到冬残奥村之

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带他们熟悉村里的环

境，让他们能够更加自如地在村里生活。”郑

伟博说。

冬 残 奥 会 期 间 ，志 愿 者 们 还 组 织 了 许

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让运动员的奥运

之旅拥有更多美好回忆。“在交流中，我们

能 感 觉 到 运 动 员 百 折 不 挠 和 乐 观 向 上 的

精 神 ，以 及 奋 勇 拼 搏 的 意 志 品 质 ，这 对 我

们 也 产 生 了 积 极 向 上 的 影 响 。”志 愿 者 们

纷纷表示。

一展所长

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样盛大的世

界级赛事提供服务，对不少志愿者来说是第

一次。

主媒体中心志愿者卢月双首次参与韩语

翻译志愿服务，刚开始有些紧张。随着赛事

服务推进，她的服务渐入佳境，“能够亲历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不仅锻炼了我的语言能力，

更让我看到了世界的美好”。

志愿者焦淼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三学

生，在冬残奥会期间担任多语言呼叫中心的

法语接线员，接听来自各方的电话，帮助他们

解决问题。

“参加冬残奥会的运动员虽然身体不健

全，但他们的拼搏精神鼓舞了许多人。我能

利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奥运会提供服务，十

分自豪。”焦淼说。

记者了解到，作为各场馆语言服务团队

的有力补充和应急支援，多语言呼叫中心为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英、法、俄等多个

语种的三方通话翻译服务，是远程同传（交

传）新型语言服务在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历史

上的首次应用，提供的语言服务时长和语种

数量也为历届之最。

自赛时服务启动以来，多语言呼叫中心

接到来自场馆、冬奥村、志愿者驻地、媒体中

心等不同场所的多通来电，及时协助处理媒

体采访、疫情防控、交通运输、酒店管理等涉

奥事项，全面提升中外协作实效性，为冬奥

会、冬残奥会提供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的

语言服务保障。

志愿者为冬残奥会增添了温暖与美好，

“志愿蓝”成为赛场内外最亮丽的色彩。一声

声“谢谢你们”，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顽强拼搏展现风采

梁剑箫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舞

台上，残疾人运动员自强

不息、奋勇争先的表现，生

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

从 1976 年到 2022 年，

从恩舍尔兹维克到北京，

冬残奥会走过了近半个世

纪，尽显残疾人运动员在

冰雪赛场上的英姿，充分

展现出残疾人的勇气，更

见证了残疾人事业对于团

结共赢、公平公正的文明

社会的巨大推动力。而自

强自立的新时代中国残疾

人，更是亮丽的代表。他

们身上的精神，就是生生

不息的拼搏精神。

拼搏精神是中国风采

的亮眼展现。在蜿蜒起伏

的越野滑雪赛道上，一个个

身影勾勒出新时代残疾人

的奋进之姿。体育强则国

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残

疾人体育事业的辉煌是新

时代中国风采的生动体现，

是践行公平公正、拥有超越

自我力量的精彩篇章。

拼搏精神是挑战自我

的最强音符。“勇气、决心、

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与“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

理念交相辉映，进一步激

发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

康复、享受快乐。

拼搏精神是残健融合的真实注解。每一位残疾

运动员追求极限的过程，都是对“健康”二字最好的

诠释。正如联合国卫生组织对人的健康所定义的那

样：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

社会适应层面的完好状态，即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健

康。冬残奥会的意义，不仅在于体育对人自身的改

造，还体现出对身心健康的执着追求。

人或许身体残缺，但生命不会残缺。不向命运

低头，不向困难屈服，不向挫折弯腰，正是秉持这种

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信念，残疾人运动员不断激发

出人体潜能，奋勇拼搏，奏响生命的华美乐章。

智 能“ 大 白 ”敬 业 爱 岗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全自动工作的“金牌咖啡师”、轻松爬坡

越障的“安防巡检员”、可自动拨电话乘电梯

的“配送服务员”⋯⋯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这

些曾服务于冬奥会的机器人继续“上岗”，提

供全方位智能化的暖心服务。

磨粉、闷蒸、冲泡、装杯、清理⋯⋯整套动

作如行云流水一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泡

得一手好咖啡的机器人“豹大白”凭借娴熟技

术和无接触式的创新服务，赢得了外国友人

的广泛好评。“这是一款基于百万数据级视觉

训练，拥有 30000 个小时双臂调教、3000 个小

时 AI 学习，由两条六轴协作式机械臂组成的

智能机器人。”北京猎户星空科技有限公司大

客户总监韩沙日娜介绍。

红眼睛、弯着长脖子的机器人是北京冬

奥会上唯一的户外安防巡检机器人 ANDI。

“‘红眼睛’是一个 360 度环形无死角的高清摄

像头；长脖子可以伸缩升降，查看不同高度情

况。”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马奕然表示，凭借底盘优势，这款机器人可实

现各种复杂路面的安防巡逻。它的核心任务

是监控冬奥村部分防疫区域，做好安全防疫

的“智能守门人”。该机器人在巡逻过程中对

防疫门实时监控，将现场“视、听、气、热感”的

综合监控信息实时反馈给冬奥村安保监控

平台。

为提高环卫科技含量，北京市城市管理

委携手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积极推动

落实科技冬奥项目落地。其中，IB500AI 智能

垃圾收集机器人就是面向清洁行业开发的一

款智能化产品。“它集激光雷达、3D 摄像头、

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于一身，可在障碍物之

间自由穿梭，具备闹钟式任务设计、自动加载

地图、自动避让行人、垃圾满溢监测、消毒灭

菌、人体感应、语音警报等功能。”北京环卫集

团 环 卫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研 发 工 程 师 乔 井 奎

介绍。

美团自动车配送部政府事务部负责人郎

丹告诉记者，北京冬奥会期间，由北京三快在

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研发的自动配送车

“魔袋 20”，在北京城市场景已配送订单近 4

万个，自动驾驶里程超 10 万公里。全车设计

装载 150kg，容积近 540L，公开道路配送续航

达 120 公里，单次配送可承担的订单量显著

提升。本版编辑 刘 佳 王 琳 刘 畅 美 编 夏 祎

图① 3 月 10 日，在轮椅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胜英国队提前晋级半决

赛。图为中国队选手张明亮（前）在比赛中掷壶。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图② 在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传统技术（视障）比赛中，引导员刁程

国（前）回头等待正在滑行的中国队选手许贺。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①①

②②

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志愿者志愿者

为外国媒体记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外国媒体记者提供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在北京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北京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为了更好地为了更好地

帮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运动员帮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运动员，，志愿者在雪道提供服务志愿者在雪道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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