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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见习记者 王美琳

身穿“活力橙”色T恤的亚运城市侧志愿
者，活跃在萧山城市的各个重要角落，他们以
无微不至的便民服务，换来赛事的精彩纷呈。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别急，
可以先喝一杯冷泡茶解解渴。”在钱江世纪公
园你好广场的文明驿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身着“爱杭城”亚运城市志愿者橙色服装，引
导交通、解答问题、提供便利……

你好广场文明驿站，就坐落在赛事转播
3D大屏旁。繁花簇拥着这辆湖蓝色巴士，驿
站窗口摆放了斑斓花束、亚运册子，亦有雨
伞、冷泡茶等便民物品，那些橙色的身影，就
在窗口内外忙碌着。

“你们这里有消毒药品吗？有名小朋友
在花卉城被仙人掌扎伤了，需要迅速处理。”9
月26日上午九点，驿站负责人毛勇平接到电
话后，拿起应急医药箱，第一时间上前查看。

“我们赶到现场后，看到小朋友痛得哇哇大
哭，家长急得团团转，就赶紧用消毒药水和创
可贴帮助处理伤口。”毛勇平说，因为接受过
培训，他们一边柔声劝慰，一边动作熟稔地止
血、消毒、包扎，很快小朋友停止了哭泣，身旁
的父母也松了口气。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一抹橙色的身
影。“我们站点相当于一个小型枢纽，除了基
本的医疗救助，还会提供信息引导、语言服
务、失物招领等便民服务。”毛勇平说。方寸
之间的文明驿站，内设空调、桌椅、饮水机、报
刊书籍、应急雨伞、口罩、充电插座，而志愿者
们也个个“身怀绝技”，解锁各种角色技能，看
到受到帮助的旅客笑容满面地挥手告别，他
们的心里也充满喜悦。

“前不久，我们替一名游客邮寄了他丢失
的钱包，他收到之后，特地在微信里感谢。最
后他说，你们把温情和钱包一起邮来了，让我
开始想念在萧山的日子。”志愿者陈媛媛笑着
表示，一两句的称赞感谢，对他们而言都是莫
大的动力，“看着他们心满意足地挥手告别，
我们一天的疲惫也都烟消云散。”

一道道亮眼的身影、一次次暖心的服务、
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恰似这明媚秋光，照亮人
们的心田。一名游客站在驿站旁，为他们竖
起大拇指，“驿站的存在，不仅让我体会到萧
山亚运气氛之浓，更让我感到这座城市的温
度。亚运很燃，我们的心也很暖。”

■文/记者 林青颖 摄/记者 旷野

亚运赛场上最靓的颜色是什
么？我会选一抹青色，那是一片片小
小的青荷，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与活
力。在赛场的最前沿、在观众席的服
务区、在场馆的入口处，他们出现在
每一个你需要的角落。

在奥体中心篮球赛场上，记者邂
逅了一群坐如钟行如风的“小青荷”，
他们明明在赛场的最佳席位，却没有
好好看过一场比赛。他们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球场的地板上——紧张
激烈的赛事中，若球员不慎摔倒，他
们就会拿起白色的毛巾，在不打扰赛
事的情况下，以极快的脚步冲进场
地，见缝插针，用“N倍速”擦拭地面
后，又在眨眼间重回场外。

FOP区（比赛场区）志愿者吕萌
今年刚满20岁，黑龙江人，是中国计
量大学的大二学生，于去年入选“小
青荷”志愿者团队。

体育馆FOP区志愿团队一共有
47人，分为四个工作岗位，包括场地清

洁、进场控制、混合采访、比赛场地，吕
萌属于场地清洁领域的“小青荷”。

“我们的工作就是篮球比赛赛前
90分钟，检查场地内运动员的水、冰
桶存量，然后距离开赛前以及每一小
节的前一分半钟，把地板擦拭一遍。”

这份工作说来简单，里头的紧迫
感只有处于现场的工作人员才能体

会，“擦地也是要讲究‘时机’的，比如
等到两个球队过了半场，到了对面，
我们才能上去擦地，否则就会影响赛
事的进行。”

场外有他们的一个“专属位”，就
在篮球架旁，算得上一个特等席，可
以清楚地将全场情况纳入视线范围。

除开大区域清理是用拖把外，赛

事中更多时候，他们都是拿着一块白
色毛巾上场，将运动员摔倒后的汗渍
擦拭干净，“如果没有及时去清理，球
员下一次过来还是会摔倒，所以这份
工作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见缝插针的
要求也很高。”

早在今年8月测试赛的时候，吕
萌所在的团队就已经投入了紧张的
演练和培训之中，“老师们也教了我
们很多，后来经验慢慢丰富起来，就
不会这么紧张了。”他回忆，第一次上
场还带着点小忐忑，生怕出了什么差
错，“不过运动员都很友善，有需要也
会告诉我们，我也会遇到一些外国运
动员用中文对我说谢谢，挺开心的。”

吕萌说，“小青荷”的这段时日是
一段很“心动”的经历，很充实，也受
益匪浅，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和培训实
战中习得的知识，都会成为自己接下
来学习和工作中的宝贵经验。

“我还遇到了喜欢的球员，中国男
篮的赵睿，不过我们有要求不能去打
扰运动员。”于是，这份欢喜和激动，他
就悄悄按捺在心底，“工作第一嘛。”

■记者 何可人

白色上衣加淡灰色裤子，一抹
“虹韵紫”与“月桂黄”相融合的亚运
色，身穿这身工作服的他们，走在人
群里总是不太显眼，但他们对于整个
赛事的运作，却是功不可没的“幕后
英雄”。他们就是杭州亚运会里的

“P”类人员，即赛事工作人员。他们
是最早参与亚运筹备工作的人群之
一，在赛时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来自河上镇人民政府的“00”后
施沐阳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早在今
年5月，她就从原先的工作岗位脱产，
成为萧山体育中心场馆群媒体运行
领域的一名主管。

“我们整个媒体运行团队共18
人，大部分抽调前都是像我一样的办
公室人员或是新闻采编人员。我原
先是做办公室材料工作的，一下子跳
到要为亚洲各国的媒体记者提供工
作保障和服务，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施沐阳坦言，一开始只觉千头万绪，
不知从何下手。

虽然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工作，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对亚运工作的
热情。施沐阳和团队小伙伴们开启
了“恶补模式”。

准备文字材料、进行桌面推演、
编撰媒体手册、开展应急演练，对媒
体运行涉及的各个空间，如记者工作
间、新闻发布厅、混采区、媒体看台席
和摄影位等进行规范布置，细到一张
椅子的高度、桌与桌之间的距离，点

位、流线、物资、流程……施沐阳和大
家一起边学边做、边做边学，通过不
断复盘、改进，为赛时服务工作顺利
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萧山体育中心承办亚运足
球、举重两项赛事，媒体运行团队也
相应分成了两路人马，但赛事正式打
响后，团队成员既各司其职，又是通
力合作的状态。“其实我主要是负责
足球这块的，但是我们整个团队会根
据赛事的情况进行机动调整，基本上
大家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总
是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团队运行得

很顺畅高效。”说到自己的团队，施沐
阳眼里有掩饰不住的喜爱和自豪。

每次赛前三小时开始到比赛结
束后两小时，是施沐阳和团队小伙伴
们最为忙碌的时刻。“我们在每场比
赛前要对每一个媒体运行的空间进
行再次确认。赛时要全神贯注，应对
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为在场的各类
媒体记者提供服务保障。赛后还要
管理混采区、召开新闻发布会等。”

这样的工作节奏，也意味着，他
们与精彩的亚运赛事近在咫尺，却无
法观看一场比赛。“这也是我穿上这

身工作服唯一的遗憾。”施沐阳说。
从8月下旬开始，施沐阳和团队

小伙伴们就开始了没有周末的连轴
转；只要是比赛日，起早贪黑是家常
便饭。虽然工作不轻松，但施沐阳觉
得，一切都很值得。

因为在这50多天里，有太多的瞬
间停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

有团队伙伴带来的感动。“每次
比赛，记者工作间的小伙伴总是留到
最晚。他们会默默陪伴最后一位记
者离开。”

有外国专家带来的肯定。“场馆
里有一位来自AGNS（亚运会新闻信
息服务）团队的外国专家，她在参加
完第一场足球赛新闻发布会后，特地
走到我们面前说‘wonderful’，这是
她经历过的最棒的一次发布会，环节
流畅、翻译水平也很高。”

还有运动员们带来的触动。“一
名韩国举重选手获得铜牌后，她的家
人悄悄来到发布会现场。当这名选
手发现这个惊喜后，与家人相拥在一
起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运动员赛场之
外的另一面，也感受到了他们成绩背
后付出的艰辛。”

回想这一段“亚运旅程”，施沐阳如
释重负地说：“从一开始的压力山大，到
如今顺利完成亚运赛事服务工作，真有
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这一
切都要归功于我们整个团队自始至终
的团结与配合。我们相互学到了很多，
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我人生的宝
贵财富。”

赛事工作人员——“虹韵紫”与“月桂黄”的融合色

“幕后英雄”哪里需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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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志愿者

青色:擦地快如闪电有“神功”

■记者 童宇倩

亚运赛场之外，灰色，也是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每场赛事拉开序幕
前，“灰背心”们就早早登场了。

这些“灰背心”的背后，统一印有
“Photo”的标志，一共10个口袋，是杭
州亚运会摄影记者的必备马甲。“灰背
心”，也成了这些摄影记者的代名词。

要问这届亚运会的“灰背心”们
有多“卷”，从他们解锁的N种姿势就
可见一斑。

有的半蹲着，有的坐地上，有的直
接趴在地上……尤其是遇上热门赛
事，“灰背心”们可以摆出各种姿势，

“长枪短炮”般的镜头“起起伏伏”，只

为定格最精彩的瞬间。
摄影记者旷野就是其中一名“灰

背心”，主要负责拍摄萧山各亚运场
馆的比赛画面。

“不能随意走动，一直要保持一
个姿势，因为你不知道精彩瞬间在什
么时候发生，你能做的就是全神贯
注。”这是旷野在拍摄比赛中总结出
的经验。

在旷野的新闻摄影作品中，既有对
比赛瞬间的真实记录，又有在摄影技术
上的巧妙运用，同时把运动中的美感融
入画面中，常常令观者眼前一亮。

当然，一幅好作品的诞生，光靠
解锁姿势是不够的。

一些热门亚运项目如跳水、篮球

等，由于太火爆，摄影记者的“坑位”
有限，这就到了拼速度的时候。晚上
7点的跳水比赛，通常下午4点多，旷
野就到现场“待命”了，“记者太多，我
们本地记者还要多领一个副证才能
进去，而且名额有限，往往是先到先
得，所以要早点来排队领副证。”

获取场馆的“入场券”后，还得拼
“手速”。“跟以前参与的新闻摄影报
道不同，杭州亚运会需要实时报道，
可能比赛还没结束，你就得把拍摄的
照片导到手机上，做好调色、裁剪，等
比赛一结束，就得立即发布出去。”

以杭州亚运会女子篮球项目为
例，旷野介绍，一场比赛要拍摄三四
千张照，最终只能精选出5—10张。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需要争
分夺秒，利用比赛中途暂停或者罚球
的时间，从相机回看照片，把合适的
照片标记好，再统一导出来。”

除了拼速度，还要拼体力。每次拍
摄前，旷野一般都会携带两套器材，包
括2个机身，2—3个镜头，还有脚架、电
池、充电宝等辅助设备。一个背包近
30斤，亚运期间每天都要去1—2个场
馆，一天最多时要走2万—3万步数。

你问“灰背心”累吗，当然累。但
也有“灰背心”说，亚运会太快了，想
一直开下去。从穿上“灰背心”的那
一瞬间开始，他们便知道，自己注定
要与时间赛跑，与体力较劲，用镜头
定格亚运的高光时刻。

赛事摄影师

灰色：N种姿势 只为精彩瞬间

亚运城市侧志愿者

橙色：服务无微不至

文明驿站志愿者团队

志愿者毛勇平在文明驿站接待市民

赛事工作人员与亚运冠军李发彬合影，左三为施沐阳

吕萌见缝插针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