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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孔一涵

从住宿后勤到颁奖礼仪，从新冠防疫工作到场馆媒体
运行，北京冬奥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冬奥女大学生志
愿者的身影。

10天后，北京冬奥会开幕，她们将全力以赴投入冬奥
志愿服务中。作为冬奥志愿者的“半边天”，年轻的女大学
生们为冬奥贡献着至关重要的巾帼力量，而她们也将成为
北京冬奥会的一张“最美名片”。

宋丹阳 接下父亲的志愿“接力棒”

“在刚收到成为志愿者的正式通知时，我是很激动的。
不仅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为祖国的大事做贡献，还圆了
我从2008年就有的‘奥运梦’。”首都师范大学志愿者宋丹
阳笑着说。说起宋丹阳的“奥运梦”，时间还要追溯到14年
前。2008年8月8日早上，北京奥运会开始了最后一天的
火炬传递，而还在上小学的宋丹阳也跟随着老师们一起迎
接奥运圣火。隔着迎接圣火的广场，身为志愿者的父亲维
护现场秩序的身影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宋
丹阳接下父亲的志愿“接力棒”，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对她
来说也有了不同的意义。

“在志愿者培训过程中，也会要求我们提前去参加一些
志愿活动。在活动中，时常有同学向我们问起志愿工作，我
能从中感受到同学们对冬奥高涨的热情。”宋丹阳说。在冬
奥城市志愿者的面试现场，她也能
看到那些熟悉的身影。同学们
对冬奥会的期待和向往
都让宋丹阳更珍惜
冬奥志愿者的身
份，也决心将冬
奥志愿工作做
得更好。

“ 冬 奥 期
间，我将参加住
宿领域的服务
工作。其实我
现在还不清楚
具体的服务对
象，但不论是工
作人员还是运
动员，我都希望可
以通过我们的住宿
服务给大家良好的体
验，为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也
希望我能在岗位上发光发
热，为冬奥出一份微薄力量。”宋丹阳
有些腼腆地笑了。

林雨欣 “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

对于正处在大四毕业年级的林雨欣来说，成为冬奥志
愿者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我的工作岗位是新冠联络
官综合协调办公室，我们主要任务是在北京冬奥顺利举办
的同时，尽量保证‘零感染’，尽可能将新冠肺炎疫情感染
风险降到最低。”首都师范大学志愿者林雨欣说。“新冠联
络官综合协调办公室”这个部门成立时间并不长，名字也
长得有些拗口，但林雨欣却能流利地报出它的中英双语名
字，这都是不断参加培训和努力学习的成果。

“尽管我是英语教育专业的学生，但我们部门需要和许
多外来涉奥人员进行有关疫情防控的沟通。无论是医学专
业词汇，还是书面礼貌用语，都需要反复斟酌使用，以免引
发冲突。”回复第一封邮件时，“如履薄冰”的心情林雨欣仍
记忆犹新。为了更准确地回答外国涉奥人员的疑问，最初
的那段时间，林雨欣几乎《防疫手册》不离手。随着对手册
内容越来越熟悉，林雨欣对中国详尽的科学疫情防控措施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后来，哪怕是在休息时间，她也会打
开这本手册仔细研读。

“新冠联络官机制成立于东京奥运会，它的诞生时间
很短，并且需要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与最新的疫情形势
进行调整。因为没有足够的案例参考，所以每天都会遇
到新的挑战。”林雨欣说，“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协调

工作，努力保障每一位涉奥人员的安全。希望我们国家
的努力能被世界认可，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
彩’的奥运会！”

杨昕蕾 “朝着更好的自己前进”

早在2021年8月，首都师范大学颁奖礼仪志愿者杨昕
蕾就已经投入到为期一个月的冬奥闭环训练。身为德语系
的学生，报名志愿者时的杨昕蕾还不熟悉训练的内容和礼
仪要求，但经过层层选拔、面试与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和不
懈努力，如今的她动作标准、仪态大方，已经完全是一名合
格的冬奥颁奖礼仪志愿者了。

“颁奖礼仪的动作虽小，但不能有一点偏差。托盘的时
候我们需要注意，不能遮挡运动员的镜头画面，否则会影响
颁奖典礼的观赏过程；在引领运动员时候，我们步伐需要
保持均等；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要冷静地处理。同时，还

要注意全程保持微笑，展现志愿者的风
采。”说起颁奖礼仪的要点，杨昕蕾侃侃而
谈。

然而从容的背后是信念与汗水。在去
年八月的闭环训练中，杨昕蕾白天接受老
师的高强度训练，晚上还与同学互相录像，
纠正彼此的动作。在休息时间，汗水和泪
水有时会同时滑落，然而没有人退缩。在
互相的拥抱与鼓励中，杨昕蕾坚定地朝着
更好的自己前进。

“尽管训练很辛苦，但我依旧为颁奖礼
仪志愿者这一身份感到荣耀。能够站在现
场，见证运动员们付出多年努力与汗水，终
夺奖牌的荣耀时刻，我也与有荣焉。”杨昕
蕾说。

如今，杨昕蕾已经进入北京冬奥闭环，
即将正式上岗。为了让每一位冬奥志愿者
都无后顾之忧，全力投入服务工作，学校团
委为他们准备了“惊喜礼包”，里面有保障
志愿服务正常开展学习和生活的“暖心”物
资。此外，为了让志愿者们在闭环里也能
过一个温暖的春节，学校团委还从传统民
俗出发，为冬奥志愿者举办了“迎新春过大
年”系列活动，包括包饺子、写福字、扎灯
笼、体验滚铁圈、抖空竹等传统游艺。

“冬奥会开幕越来越近，现在我的心
情既期待又忐忑。我希望能在冬奥会这

个体育盛宴中做好本职工作，把最
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不辜负自
己的汗水，也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杨昕蕾笑着说。

仇琳 “学有所
用，为北京冬奥会做
出自己的贡献”

“2019年，我入学的第
一天就在校园内的大屏幕
上，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
的回信，其中‘为建设体育强
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

多正能量’这句话，坚定了我为
祖国的体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谈

到成为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缘
起，北京体育大学学生仇琳这样说。在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仇琳将以国家体育馆媒
体运行业务领域混合采访区助理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

2021年4月，仇琳参加了国家体育馆冰球测试赛，这
段经历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当时比赛结束后，我陪一位
新华社记者扮演的‘外国记者’从采访区回媒体工作区。这
位记者一路上都用流利的英语问我关于北京冬奥会的问
题，因为培训课程里都有这些内容，所以我能顺利地回答。
但当他问到国家体育馆的历史、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历程等
问题时，我就答得有点磕磕绊绊了。”仇琳说。

冬奥会赛时，媒体运行志愿者要面对的是中外媒体记
者，可能被问及的问题会更多样更复杂，需要志愿者做好全
方位的准备。这让她暗下决心“恶补”相关知识，一定要把
媒体运行志愿者的工作做到位。

媒体运行志愿者不仅要对中国的体育产业、冰雪运动
发展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于是，仇琳一边搜集大量体育相关资料，做好赛时志愿
服务时被提问的准备，一边每天强化英语练习，并每天写一
篇读书笔记。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她就每天在网络上打
卡。“这些努力都不会白费的，它让我觉得很充实。”仇琳说。

仇琳介绍，她除了完成北京冬奥组委规定的培训外，还
参加了学校为志愿者特别定制的课程学习。“当时，参加培
训的每个人都轮流上场练习，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各种
语言此起彼落，我置身其中，感到既兴奋又骄傲——学有所
用，为北京冬奥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正是志愿者的责任和
担当。”仇琳说。

□ 侯文雅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
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的返乡群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
落实防控措施，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止层层加
码。春节愈近，归乡的心情愈是迫切，伴随而来的是返乡的
人潮汹涌，这对各地的疫情防控能力既是考验也是检验。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如何在有效防控、精准施策的同
时，服务好返乡过节和就地过年的群众，对各地区各部门来
说都是一道需要认真解答的“考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因为疫情防控压力，不少地方工作人
员出现了过激言行，从“恶意返乡”到“赶走某某地方人”言
论等屡屡刷新公众对地方防疫简单粗暴的负面观感，这些
言论既违背政府为民初衷伤人心，也违反相关防疫规定。
此外，某些地方防疫政策的生硬，误把堵截当防控的防疫

“土办法”也难逃懒政和治理能力不足的诟病。
面对疫情和春节返乡，我们可以理解地方面临着双重

压力，但不能动辄以粗俗言语、禁锢人身相威胁，这是严重
的滥用职权，于法无据，也违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相
关部门更不能为了公共管理的方便，让民众去承受如此“懒
政”的后果。

疫情防控政策的实施应当依法、科学、精准，更应体
现人文关怀。春节寄托着许多中国人对家乡、家人的惦
念，各地各部门应该把工作做在群众前面，以广大群众的
利益为先，出台精细化、人性化的防疫举措，主动、明确、
及时公示返乡政策以接受大众的监督。负责疫情防控的
单位如果只是一味地被动等待每位返乡者的问询，不仅
返乡防疫政策普及效率低并且也无法让群众知悉返乡政
策动态调整的具体细节，这给群众在返乡过程中平添了
不必要的烦恼。

面对此轮新的疫情防控形势，各地应积极作为、主动
作为，想群众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为民服务真正落实
在行动上，在阖家团圆的春节来临之际，做到既有防控力
度，又不失暖心温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心踏上归
途，过个好年！

“盲盒经济”别盯着“儿童口袋”

少动笔、多动手的寒假作业值得推广

近日，南宁市各中小学校布置了花式寒假作业。寒
假来临，假期作业也如影相随。与以往相比，南宁市各
中小学校今年的寒假作业探究式、体验式作业明显增
多，民俗体验、冬奥主题、劳动实践、体育锻炼等被列入
寒假作业单中。学校还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不同的作
业内容，可谓花式上新又走心。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嘉
和城校区布置九年级学生参加民俗活动：写春联、做花
灯、画虎年创意画、剪窗花、贴福字、包饺子、做年夜饭，
并要求学生将最终成果以拍照或视频的方式呈现出
来。南宁市江南区翠湖路小学根据不同年级布置了不
同的非遗体验作业，有的做花灯，有的剪纸，有的贴春
联。南宁市菠萝岭小学则在寒假作业中设计了“亲子制
作花灯”实践活动。

双减之后，寒假作业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走
心设计的寒假作业，让孩子们更加能够发挥主观能
动性，参与到家庭中来、在快乐中不知不觉掌握了
知识。把寓教于乐体现得淋漓尽致，值得鼓励和大
力推广。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
合规指南》，明确不能向8周岁以下儿童出售盲盒，为行业
划了“红线”。记者随机在宁波的一些商业体中走访，发现
除了像泡泡玛特、酷乐潮玩、泡泡吧、X11这种潮玩专卖店，
晨光、名创优选这类文具或杂货铺以及各品牌的书店里，甚
至销售零食的商铺里，均有大量盲盒出售。涉及儿童的“盲
盒经济”多是儿童玩具、学习用品之类的商品，而盲盒的价
格大多集中在30元到60元不等。

近日，在北京工作的王小姐因行程码带星，咨询老家
防疫政策。嘉兴防控办工作人员说：只要提供48小时内
核酸，中高风险也能回去。除非是中高风险区里全域封
闭管理的街道回去的，才要集中隔离。对方还说想家了
吧？想回来就回来。网友评价：被嘉兴港区防控办这句
话暖到了！

“盲盒游戏”对于成年人来说尚且容易成瘾，何况
是对是非观、金钱观正在建立，还并不成熟的孩子们。
面对儿童的“盲盒”勾起的是孩子成瘾式好奇，为难的
是爸妈的钱包，这既不利于孩子消费观的正确建立，也
不利于其心理健康。制定出明确的规定，正确引导、保
护儿童的身心发展，上海市监管局的做法值得其他地
区学习。

嘉兴防疫体现温情关怀

人性化的防控体现了整个嘉兴的友好，快过年了
了，换位思考的沟通才能体现出防疫的温情。在举措背
后多些闪光和美好，才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高亚菲 整理点评

冬奥女大学生志愿者

在奉献中展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 连芙萱

840束象征幸福的铃兰花皎洁绽放，这是由50多名
连云港巧手妈妈巾帼志愿者编织而成的永不凋谢的花
束，近日，这些“冬奥之花”已经发往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现场，即将成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手中的获
奖花束。

今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花束采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融合中外绒线编结手法的“海派绒线编结
技艺”，纯手工制作的绒线花束，寓意着温暖、祥和，可永
久保存，成为“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颁奖花束由恒源
祥集团提供设计、全国上百名民间手工艺人和数十名残
疾手工艺人以羊毛绒线手工编结而成。连云港市是江苏
省唯一承接“冬奥之花”编织任务并通过冬奥会组委会审
核的城市。

颁奖花束的花材包括象征友谊的玫瑰、象征坚韧的
月季、象征幸福的铃兰、象征团结的绣球、象征胜利的月
桂、象征收获的桂花、象征和平的橄榄。北京冬残奥会颁
奖花束在此基础上多了一种——波斯菊，象征自由和永
远快乐。

“我们连云港主要承担了铃兰的钩织，花语是幸福来

临，这是一项神圣而重大的任务，容不得半点瑕疵。”连云
港市妇联副主席臧永明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去
年9月10日连云港市妇联接到冬奥组委关于编织800
束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花束的任务后，便召集来自各
行各业的50多名巧手妈妈巾帼志愿者。她们中有高校
手工培训老师，有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有手工编织能
手，还有连里巾帼·恒爱行动的志愿者。

编织好一束合格的铃兰花究竟有多难？连里巾帼·
恒爱行动的志愿者沈海萍告诉记者，一束完整的铃兰有
大大小小18朵花，大约要2400多针才能完成，而且每
一朵花的大小、形状、间距都有严格要求。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就算是编织高手，也是尝试了
很多次，报废了很多残次品。”巧手妈妈巾帼志愿者沈昳
红告诉记者：“铃兰花刚开始做的时候特别难，我一般要
钩到深夜2点，最多才能钩出2朵合格的花，完成一束花
需要十几个小时。”

为了让每一束花都高质量按时完成，巾帼志愿者们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
过两个多月的日夜赶制，巧手妈妈巾帼志愿者们超额完
成了任务，共编织了840束、15120朵“冬奥之花”，钩织
超过205万针，这些饱含巧手妈妈深情厚谊的花束必定
会为冬奥增添别样风采。

840束“冬奥之花”飞往冬奥会场
连云港50余名巧手妈妈历时两个多月加班编织

风采春春春青青青 巾巾巾帼帼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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