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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残运会期间，身着青绿的亚残运会志愿者“小青荷”成为会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车站、机场、亚
残运村、各竞赛场馆无处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正是他们，让这场“有爱”的盛会变得更加“无碍”。相比在亚运会
期间做志愿服务，成为亚残运会志愿者需要付出更多、学习更多、思考更多，他们用行动书写了一个个关于“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动人故事。 ——编者

以温暖服务展青春风采
——来自杭州亚残运会青年志愿者的故事

虽然杭州亚残运会已经落下帷幕，但来自浙江科
技学院的学生黄锦宸依然难忘投身赛事志愿服务的那
段日子。欢笑、泪水、感动，如层林尽染的秋日般丰
富多彩，成为他生命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承办田径比赛的黄龙体育中心，是本届亚残运会
诞生金牌数最多的场馆。短短7天时间，黄锦宸身为
一名礼宾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岗位，只能远远听到赛
场内加油的呐喊声。

每天伴着熹微的晨光从学校出发，经过大巴车上
的短暂休整，8点准时到岗服务。“每半个小时轮换一
次。”黄锦宸告诉记者，以规范的迎宾仪态进行人员引
导分流和现场秩序维护，是他赛时每天的“必修课”。

从6月的测试赛到9月的亚运会，再到如今的亚
残运会，这位20岁的小伙子对于各项规范早已熟稔
于心，并且努力“在服务中做好每一件小事”，照顾
到运动员的需求和特点。

“相较于亚运会期间在足球场地服务，亚残运会
的岗位更有挑战性、责任更重，需要更加细致耐心，
快速反应、高效应变。”黄锦宸对记者说，小细节彰
显大文明，礼宾志愿者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更注重
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代

表着中国青年的形象。”
非外语专业出身的他，在遇到外宾问路时，会通

过动作、手势来判别情况，帮忙解决他们遇到的问
题；每当看到乘坐轮椅的运动员寻求帮助，他会蹲下
身子，以平视的角度倾听诉求；碰上视力障碍者，他
总是站在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的位置……

每天晚上回到学校后，还要抓紧时间补习当天的
课程，但黄锦宸和身边的志愿者小伙伴全都铆足了
劲，自觉以“小我”之身担当“大我”之责，只因

“发挥自己作为志愿者的能力帮助他人顺利解决问题
时，那份感动难以言表……”

从开幕到闭幕，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的顺利进行
离不开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他们在赛场内外穿梭忙
碌，提供竞赛运行、注册制证、礼宾语言、媒体运
行、后勤保障等13大类的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书
写了一幕幕团结、友爱、互助的感人故事。

乘梦飞，再相约。挥别杭州亚残运会，那些温暖
与关爱，早已超越胜负、直抵内心。正如亚残奥委员
会主席马吉德·拉什德所言：“杭州不仅有令人惊叹
的运动员村、一流的体育设施，还有众多乐于助人、
友好亲切的志愿者，你们应当为自己感到骄傲。”

以“小我”之身担当“大我”之责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不少外国和外地来此的工作
人员和记者发现，在一些城市公共场所，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手语服务。在赛场的观众席上，不
时也可以见到，一位手语翻译正向二三十位前来观赛
的听障观众翻译即时信息。这些志愿服务的提供者来
自杭州市民耳熟能详的手语姐姐团队。

在亚残运会开幕式上，手语姐姐团队负责人毛董
莱和视障女孩刘景怡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伴随着刘景怡的朗诵，毛董莱双手翻飞，有声和无声
交织，表达着最美的语言。

手语姐姐团队成立于2010年，是浙江省首个专
业的手语无障碍服务社会组织，全称为“杭州手语姐
姐无障碍交流服务中心”。

毛董莱告诉记者，为了做好开幕式手语表演，手
语姐姐团队进行了创作。“比如诗朗诵中有‘芬芳’
一词，手语中是没有的；诗句中还有‘美好的寄寓’
这句，‘寄寓’一词，手语中也是没有的，我们要想
办法表达出来。”

“‘桂花’的杭州手语和通用手语不一样，在节
目中如何表达？我们采用了一个较为夸张的动作，既
能准确表达意思，又符合导演提出的要求。在节目
《梦闪耀》中，我们的手语老师教2000多个孩子打手
语，又带动全场数万名观众一起用手语表达‘爱是力
量，梦是翅膀。我们一样，为梦闪耀’。”毛董莱说。

得知杭州要举办“两个亚运”时，手语姐姐团队就已
经开始了相关布置。“两个亚运”期间，开展亚运服务手
语课100余次，培训志愿者5万余人。团队30多位老
师持续为亚残运会的竞赛、各类会议、火炬手传递等提
供手语服务；团队12位手语老师代表参加亚残运会开
幕式手语表演；赛事期间，手语姐姐团队还持续为听障
者提供远程翻译服务，陆续为有需求的听障者提供场馆
参观服务、赛事观看服务等。此外，团队和有关部门共
同推出了《亚运志愿服务手语服务手册》。

在杭州，目前有380个手语姐姐团队设立的公共
服务点，当听障人士需要手语服务时，可以随时扫码
获得远程的实时手语翻译服务；对于去医院就诊等复
杂的场景，手语姐姐团队还提供线下一对一翻译免费
服务，该服务由杭州市政府购买。此外，团队在北
京、上海、山东、广州等地也开设了服务点。

手语翻译的培养需要较长时间，一位中级手语翻
译老师需要8至10年时间才能培养得出来，而杭州
有3.4万余名持证听障人士，光靠一个团队难以满足
全部需求。毛董莱表示，希望通过科技和互联网力
量，让服务触达更多听障人士。

“手语着，美丽着。未来，我们将致力于推动信
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发展。”毛董莱说，“打造有‘爱’
无‘碍’的助残公益品牌，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
会，共享美好生活。”

用手语架起沟通桥梁的杭州“姐姐”们
本报记者 顾磊

“我们也是残疾
人 ， 和 残 疾 人 观
众 、 障 碍 人 士 问
候、沟通，大家互
相都很亲切。我觉
得这个过程，就是

‘梦闪耀’的生动体
现。”杭州亚残运会
志愿者王佳明说。

10 月 28 日晚，
杭州亚残运会落下
帷幕，两个亚运，
同样精彩。在亚运
会 、 亚 残 运 会 期
间，遍布赛场与城
市的“小青荷”志
愿者成为亮丽的风
景线，为西子湖畔
的城市增添了人文
暖色。

在 1.2万名亚残
运会志愿者中，11
名服务于赛事的残
疾人志愿者也成为
引人关注的存在。

据杭州市残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公
共关系科科长吕磊
介绍，残疾人志愿
者名额共有 25 个，

通过各区县推荐和社会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招募，选拔期间既参考社会志愿者的面试
标准，又根据考核对象的身体实际情况确定
人选。25个名额招满后，后因亚运会延期
以及志愿者个人工作、健康状况，共有18
名残疾人服务于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残
疾人志愿者数量为11人。

做好服务的前提是进行培训。王佳明告
诉记者，培训内容包括语言、礼仪等，“一
些细节需要时刻注意，例如，与乘坐轮椅的
残障人士等交流时，不能站着说话。”

此外，志愿者自身具备的技能在志愿服
务中也能派上用场，王佳明毕业于浙江特殊
教育职业学院，曾经学习过手语，也有过6
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这成了他的优势。志愿
者朱檑本就是田径运动员，在亚残运会期间
为国际技术官员、教练员服务，自己掌握的
知识也能派上用场。

从亚运会到亚残运会，残疾人志愿者的
工作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亚运会期间，这
些志愿者在杭州奥体中心（大莲花）主体育
场，开展赛事服务。在亚残运会期间，他们
的服务场馆还是大莲花，工作内容大部分也
没有改变，这种工作上的延续避免了更换场
地和岗位带来的陌生感和不适应。

“由于大莲花并没有安排赛事，因此我
们主要服务于亚残运会的开闭幕式。”王佳
明说。信息咨询、失物招领、物品寄存、手
机应急充电等，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工作，
但做起来却不简单。开闭幕式上，大莲花内
的座席全满，观众数量远超普通赛事，其中
有不少残疾人。志愿者们尽己所能，为有需
求的人士提供着服务。

“一位国际友人因为语言问题难以打
车，我帮助他打车到酒店；有一天晚上，一
位脚骨折的观众，我把他送到无障碍通道，
坐上无障碍电梯去观赛。这些都是印象深刻
的事情。”王佳明说。

志愿者陈艳丽是肢体残疾人，服务亚残
运会成了她难忘的经历。“我来自云南，是
新杭州人，这些年来，一直想做点事回馈社
会，很幸运，我加入了亚残运会志愿服务的
队伍。大家的团队意识很强，而且身份多
元，为了同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积极向
上。”

赛事期间，有一次，陈艳丽和其他志愿
者与离场的观众打招呼，观众也挥手说再
见。“一瞬间，我竟然热泪盈眶。原来，爱
真的是一种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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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00余斤来自四川成都都
江堰的红心猕猴桃装箱上车，跨越
2000余公里运抵上海，不仅让上海
市民品尝到了水果的香甜，还帮助部
分果农实现了增收。

这，是一位“上海奶奶”去世前
一周促成的最后一单助农订单。

10月 15日，这位“上海奶奶”
带着深深的眷恋与不舍离开了这个世
界，享年76岁。15年来，她一直在
慈善道路上默默前行，几乎倾注了全
部的热情与精力，矢志不渝地践行公
益理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上海奶奶”名叫沈翠英，是上
海第四聋哑学校退休教师，2008年
曾拍卖一套上海房产，向汶川地震灾
区捐款450万元建造爱心小学。

“我们一直在准备张罗一场婆婆
的公益慈善之路15周年回顾会，本
来想赶在她生前举办，但没想到她走
得这么快。”接受记者采访时，沈翠
英的儿媳施艳哽咽地说。

“快过冬了，要记得去看看都江
堰学校的孩子们。”“新一季猕猴桃上
市，一定要为农户们争取更多的订单
……”施艳说，婆婆在弥留之际，昏
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只要是清醒的
时候，嘱咐的都是都江堰的孩子们和
农户们，没有一句是交代自家的事。

当年婆婆走上慈善之路的那个决
定，施艳至今记忆犹新。她记得，那
天婆婆突然找到她，表明自己想向灾
区捐建一所学校的愿望，“她和我商
量打算卖掉一套房。”短暂惊讶过
后，施艳觉得，这就是善良而固执的
婆婆会做出的选择，“我们全家很快
就达成一致，支持婆婆的决定。”

不久后，都江堰尚慈翠英小学拔
地而起，沈翠英的善念得以实现。此
后，她又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

“沈翠英专项基金”，募集各方善款，
支援灾后重建，帮助困难群体。因为
一系列善心义举，各种荣誉纷至沓
来，“上海奶奶”从此成了她另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

“帮扶得多了，当地乡亲们对婆
婆也很信任。”施艳回忆说：“学校捐
建不久后，都江堰当地一些果农眼看
着自家丰收季的猕猴桃即将烂在地
里，尝试着找婆婆帮忙。”沈翠英立
即前去调研，发现在当地种植猕猴桃
的农户不在少数，由于运输条件受

限、缺乏销售渠道等原因，年年亏损
的农户也不在少数。

于是，沈翠英又成立了上海聚爱
实业公司，投身助农事业，帮助都江
堰猕猴桃打响品牌、打通销路，让农
民增收致富，再用获得的收益反哺公
益慈善。

“我们都知道前路坎坷，但看着她
义无反顾投身其中，家人们还是决定
全力支持她的选择。”施艳说。作为种
植猕猴桃的“门外汉”，沈翠英全部从
头学起。为了保证猕猴桃品质，沈翠
英坚持在育苗、种植、包装、冷链、
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亲力亲为。

“婆婆以前是个特别精致的上海
老太太，但自从接手猕猴桃销售后，
她不是在田间锄地，就是在埋头分
拣，吃过的苦、踩过的坑不计其数。
有时候运到上海的猕猴桃卖不掉，急
得四处打电话求人。”施艳说。

为了扭转公司亏损的局面，缺乏
农业种植经验的沈翠英开始了各种尝
试探索，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为了
继续帮助都江堰的农户，几年前婆婆
又将自己名下的最后一套房产卖掉
了。”施艳说：“婆婆一向坚强，但决
定卖这套房时，她还是哭了。这个房
子她住了20多年，很有感情。”

去年6月，沈翠英大病一场，但身
体稍微好转，她又开始忙着猕猴桃销
售。经过一系列的产业优化调整，沈翠
英的公司渐渐实现了营收平衡，并且在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在长宁区开设了唯
一一家授牌的扶贫产品推广点。

正当沈翠英准备大干一场时，她
的身体情况却急转直下。“婆婆确实
走得太快了，她的很多计划还没来得
及实现。”施艳说。

沈翠英走后，原本已经准备出国
深造的孙子朱纪扉决定放弃这个机
会，继续奶奶未竟的慈善事业。“奶
奶捐房的时候我只有8岁，那时候还
不能理解这件事的意义。成长路上，
一路见证着奶奶对慈善事业的坚守和
执着，对我影响很深远。”对于儿子
的决定，施艳和丈夫表示支持。

“我本科是学工科的，公益慈善
要从头学起，但奶奶一直是我的榜
样，相信我选择在这条路上努力去奋
斗，是奶奶愿意看到的。”朱纪扉
说：“奶奶未竟的事业，我们会继续
走下去。”

“奶奶未竟的事业，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本报记者 郭帅

金秋时节是蒙山最美的季节。在
山西太原的蒙山景区内，有一座静谧
的小院。记者一踏进院门，一块古色
古香的牌匾赫然出现在眼前，上面刻
着“山西慧光古灯博物馆”几个
大字。

这是一座纯公益性质的古灯博物
馆，由山西太原市晋源区政协委员李
峰筹建，并免费向游客开放。

步入小院，只见里面挂满各式各
样喜庆的灯笼，树上挂着树枝灯，窗

户上张贴着灯俗窗花，到处都洋溢着
灯的元素。据了解，自开馆以来，每
年有近2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漫步展厅，造型各异的一盏盏灯
从眼前划过，每一盏灯都打上了深刻
的时代烙印，走完这座博物馆，如同
穿越了两千年历史的灯火走廊。

“这是战国时期的豆形灯，灯体
由底座、柄、盘三部分组成，灯盘是
圆形，简单而又朴素，是我们馆藏年

代最久远的灯。后面这个灯的灯盘上
有一个尖，叫支钉……”在博物馆

“古灯春秋”展区，李峰如数家珍，
向记者详细介绍着眼前的古灯。

“在我小的时候，由于物资匮
乏，到了晚上，大家都特别渴望能有
一盏明灯。”李峰说：“所以我一直对
灯有着深深的热爱。后来大学学习美
术时无意间接触到了古灯，对古灯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拾。”

30余年来，李峰收藏的古灯已

达千余盏。“收藏得多了，便萌生了
开博物馆的想法，毕竟独乐乐不如众
乐乐。”从选址筹建到落成开馆，李
峰和他的家人倾注了许多心血。多方
奔走下，在太原市文物局、晋源区政
府等部门的支持下，博物馆终于在
2016年12月以纯公益的形式向游客
开放。

如今，已到退休之年的李峰几乎
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古灯博物馆，每年
维持博物馆的花费至少需要 10 余
万元。

“把自己的藏品以公益的形式展
示出来，不为盈利，每年还要持续投
入，到底图什么？”面对这样的疑
问，李峰总是笑着回答：“人总要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希望通过展示这
些古灯点亮更多人的‘心灯’，让每
位前来观赏古灯的游客都能感受和敬
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
信。”

用优秀传统文化点亮更多人的“心灯”
——一位基层政协委员和他的古灯公益博物馆

本报记者 王泳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10月
26日，“少年急救官”生命教育座谈
会暨《十二生肖奇遇记》首发仪式在
北京举办。活动由海豚出版社和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少年急救官组委
会主办。

《十二生肖奇遇记》以十二生肖为
故事主角，根据每种动物不同的特点创
作了12个独立、温暖、治愈，充满正
能量的故事，讲述了小动物们面临不同
命运时如何作出选择，最终找到适合自
己成长及生活的方式。该书将成为少年

急救官公益项目的培训启蒙读物。
“少年急救官”公益项目负责人

陆乐介绍，此次座谈会旨在通过多方
力量携手，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
健康成长。少年急救官项目启动于
2022年5月12日，由全国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服务团、中国灾害防御协
会、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主办，旨在为
中小学生提供有趣有用、城乡无差别
的生命教育课程，帮助孩子快乐、安
全、健康成长，更好保护自己，更有
担当和勇气。

“少年急救官”生命教育座谈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舒迪） 10月 24
日，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资助的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数字公益研究中
心（简称“数字公益研究中心”）正
式成立。该数字公益研究中心将依托
清华大学的平台和专业优势，旨在通
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打造成为数
字公益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公益领域的一流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

据了解，数字公益研究中心为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常设、非营利

性学术研究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
公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公益慈善
领域的应用以及数字科技赋能公益等
研究。具体包括：互联网公益平台的
治理与发展趋势；公益慈善组织的数
字赋能；网络募捐的政策与制度；数
字技术对捐赠人行为的影响等。此
外，还将招收博士后、博士、硕士开
展数字公益研究，培养数字公益社会
人才队伍，构建成为国内数字公益人
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数字公益研究中心

残疾人志愿者合照残疾人志愿者合照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街道近日以“穿越黑暗 追逐光明——关心关爱盲童
在行动”为主题，举办向北京市盲人学校捐赠活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深入
盲校，关心了解盲童的“急难愁盼”问题，为盲童提供支持帮助。图为捐赠仪
式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关爱盲童活动在京举办关爱盲童活动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