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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鬈髮的哈薩克族義工
馬迪娜在人堆中也很好認，
生在新疆的她2008年成為上

海赴京奧運義工的一員。十年後從新疆重回鳥
巢，馬迪娜淡淡地說，「那個閃閃發光的青春年
代，我很懷念它。」

去年有一部火爆全球的體育電影《摔跤吧，
爸爸》，自言記得2008年夏天每一個細節的
馬迪娜稱，當年新疆也出品了一部電影名叫
《買買提的 2008》，講的是一個百年足球
村，12個以足球明星為綽號的維吾爾族少年，
為了看北京奧運的夢想而比賽的故事，「雖然

新疆離北京比較遠，但是那時候天山南北所有
人都很期待奧運，都覺得那是整個國家的盛
事。」

貢獻己力 建設家鄉
從上海海關學院畢業後，馬迪娜選擇回到新

疆建設故鄉，她成了一名海關工作人員，「奧
運把一個更加自信開放、更具魅力的中國展現
在全世界面前。奧運帶給我的除了熱血的青春
回憶外，還有結識了全國各地的奧運義工朋
友。短短的一個月奧運義工之旅變成延續十年
至今的友誼之路。」

熱情好客的馬迪娜成了奧運義工心目中的新疆代
言人，因為結識了她，更多了一個去新疆旅遊的理
由。曾經和馬迪娜一起工作的呂強說，「每次去新
疆總不會忘了叫上老朋友聚一聚，看到她每天都在
平凡的崗位上為新疆經濟發展作貢獻，彷彿時間也
回到了從前。義工精神就是平凡又偉大。」

馬迪娜說，新疆冬天有很多人喜歡滑雪參加冰
雪運動，等到2022年北京再辦冬奧，她一定會
帶家人來北京鳥巢再次見證精彩。放眼更遠一點
的2028年，2038年，2048年，「我們約定還要
聚在一起，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義
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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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年是負責

檢票的義工，那時

候還沒有使用電子

驗票。十年來，義

工服務理念對我有很

大的幫助和影響。殘奧會

強調的『幫助之前要徵得別人同

意』理念非常重要，有時候，

人們好心不一定辦好事，

要考慮受助者心

理。」

■■ 陳東和陳東和
唐曉唐曉婷婷（（右右））
十年十年後穿上後穿上
當年的義工當年的義工
服裝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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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夫人

當年都是奧運會義

工，她當時是場內

的義工。可以說我

們也是『奧運夫妻』

了，現在我們偶爾會回

憶起當年的時光。等我們的孩

子長大了，我希望給她講一

講奧運會的故事，讓她

成為一名義工。」

奧運義工有話說

韓劇《請回答1988》描述了韓國首次舉
辦奧運會給個體和國家帶來的巨大改

變，而2008年之於中國而言顯然也是社會
發展的一道分水嶺：規模空前的奧運外交，
首次系統化標準化的義工服務，更別提奧運
經濟帶來一飛沖天的樓價。
呂強供職於一家四大會計事務所，滿世界
飛是他現在的生活狀態，這是十年前學習英
語專業的他自己絕對意想不到的。

和他人真誠溝通
「奧運會義工的經歷對你而言意味着什
麼？」這名跨境併購諮詢專家幾乎不假思索
地答道，「這是一個小人物和大時代的故
事，當時周圍的義工夥伴幾乎都是獨生子
女，但萬分慶幸地是參加了一次能為他人服
務的盛會，很多時候內心中都是『哇，原來
還可以這樣』的感覺。」
除了帶有第一批成長於獨生子女家庭環境
的標籤外，這群「80後」還經歷了奧運這
場社會變革和文化融合滲透。呂強說，短短
一個夏天的奧運會義工服務，教會了他們更
多的是關心他人和服務社會，「還有一些習
慣是奧運會給個人帶來的潛移默化影響，比
如在大都市中保有和他人面對面真誠溝通的
習慣、堅持日常運動等。」

與世界增進聯繫
如果說奧運讓呂強學會了人生有無數選
擇，那麼《中國日報》記者周娃則透過那個
夏天學會了「堅持初心」。「當時我在北外
學習德語專業，通過選拔當上了語言義工，
具體是貴賓陪同崗位服務列支敦士登奧委會
主席。」從小生活在北京的她稱，直到現在
全家人還時常討論奧運給北京帶來什麼樣的
變化，「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北京真的和世界
那麼近連在一起，感覺一下子開闊了。對於
我來說，當時我就想今後我可能會從事和外
國人打交道的工作，促進中外的交流溝通和
理解。」
毛寅子是頗受歡迎的少兒節目主持人，坐
在北京大學附近一家當年義工學長經營的燒
烤店，幾杯啤酒下肚後動情地說，「其實我
選擇從事傳媒行業也和在奧運會義工服務期
間負責新聞簡報工作有關，可以說當時就在
心底埋下了一個種子。」
北京奧運會義工工作深入人心，在閉幕式
上，國際奧委會首次設立了專門環節，由新
當選的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向義工
代表獻花，表達對義工無私奉獻的感謝之
情。徐慧敏還留着一張閉幕後義工在鳥巢中
央場地大聯歡的照片。
身為上海一名基層團幹部，他在工作中延
續了義工服務精神。2010年上海世博會、
上海國際電影節等大型比賽活動都有他的身
影，「等我的孩子再長大一些，我會告訴他
們老爸的義工服務經歷。現在我們這些義工
夥伴們其實也沒閒着，大家紛紛準備報名服
務年底舉行的中國進口博覽會。」

京奧十年再相聚
義工精神永傳承義工精神永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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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兩個孩子父親的徐慧敏

家裡留着一個福娃撥浪鼓，祝越

則給他出生不久的兒子用藍白格

的床單，福娃和這不入時的床單

像一個暗號，對於青春記憶中帶

有「北京奧運義工（內地稱志願

者）」字樣的人來說，是特別的元素。十年前的今

天，和徐慧敏一樣身穿「北京藍」的奧運義工共有

170萬，他們活躍在奧運賽會和城市的各個角落，

讓微笑和服務成為最好的城市名片。這一年被譽為

「中國義工服務元年」，十年過後，在國家體育場

（又稱「鳥巢」）上演了一場奧運義工「回家」的

聚會，北京奧運給他們帶來的人生改變大大小小，

最重要的是學會關心他人、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哈薩克族義工：「我懷念那個夏天」

■ 哈薩克族義工馬迪
娜為新疆經濟發展貢獻
一己之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
報道）陳東早過了不惑之年，容貌
倒是比十年前沒有太大變化，身材
甚至更苗條了。「我當時是上海赴
京奧運義工中唯一的一名外企職
員，比其他的學生義工要大10歲以
上，」人稱「大叔」的陳東笑稱，
「現在這批義工追上了我當年。」
不像港澳地區發展完善的義工服

務體系，早年內地像陳東這樣的義
工都是相對自發和鬆散的。「以前
我就喜歡做義工，積累的經驗讓我
成為奧運測試賽的義工一員。」
十年後重回鳥巢，陳東說，「踏

上這片我曾經奮鬥過的土地，不禁
感慨萬千，每走過一個熟悉的角

落，十年前那個夏天發生的一幕幕
就浮現在我的眼前。」
「當初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和我

一起在鳥巢戰鬥的學生義工們。
奧運義工工作量很大，連續不停
的上崗，我沒想到這些『85後』
的孩子們這麼能吃苦耐勞，當時
便覺得這些年輕人是中國將來能
真正能騰飛的標誌，現在看來也
確實如此。」
回憶起2008年的夏天，陳東說，

「這是在我人生之路上濃墨重彩的
一筆，是這段經歷讓我有了犧牲奉
獻的精神，讓我有了吃苦耐勞的
本事，也讓我有了一個恒久年輕的
心態。因為這個夏天，結識了一群

永遠比我年輕的摯友，讓我也跟着
他們一起年輕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李菊是「鳥
巢一代」中的佼佼者，在32天的義工服務工
作後，她被選為12名義工代表之一，在奧運
會閉幕式上接受新當選的國際奧委會運動員
委員會委員獻花和致謝。如今回憶起這段經
歷，李菊反覆重複着「感恩」這兩個字。
「我是北川人，08年汶川地震帶走我們家

16位親人，那個時候氛圍特別的壓抑。但是
同時，每天我也看到很多很多來自全國各地
的義工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災區。那我能
做的就是，帶着一顆感恩的心，做一名奧運
義工，為奧運做一份貢獻來回報大愛。」
李菊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後選擇進入中

央財經大學團委工作，將義工服務變成了自
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常年帶領學生們參
與各種形式各個領域的義工服務。十年間，
中國義工服務制度日趨完善，國務院頒佈的
《志願服務條例》從去年12月1日起正式施
行，首次以行政法規形式明確了義工服務發
展的方向和原則，確立了義工服務的管理體
制，為中國義工服務事業健康發展提供了基
本遵循和法治保障。
義工服務的專業性也顯著提高，越來越多

的人開始發揮專業知識、專業技能進行對口
義工服務。在全國各地每年數百場路跑活動
中，職業醫生擔當起醫務跑者和義工，為跑
者保駕護航。義工們不再簡單地依靠熱情去
服務，而是用智慧獻愛心，有效地提升了義
工服務的效率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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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練吃苦耐勞 培養無私奉獻

期待2022冬奧 再鑄中國輝煌
/(�1

北京奧運會
是 21 世紀第
一個十年裡改

變中國、影響世界當仁不讓的標
誌性事件。十年過後奧運會開幕
式的同一天，我的微信朋友圈幾
乎被刷屏了，身邊的很多人都驚
訝地發現原來彼此都和奧運發生
過某種聯繫。一張張舊照片和文
字，泛起青春歲月美好，以及主
人感念寶貴的經歷給人生帶來的
轉變。

「奧運到底給社會和個人帶來
哪些變化呢？」我也把這個問題
留給了自己。當年我也曾是他們
中的一員，後來職業生涯更與奧
運緊密相連。2015年7月的最後

一天，在吉隆坡見證北京申辦
2022年冬奧會成功，我在當日的
新聞特寫中寫下「奧林匹克創奇
跡，一朝夢圓吉隆坡」。今年2月
又前往韓國平昌冬奧，記錄下中
國體育代表團參與冬奧的風采。
可以說正是因為十年前的夏天，
讓我萌生了在人生道路中參與奧
運、記錄奧運的初心。
對於整個國家而言，面對奧運

現在公眾的心態更加成熟，中華
民族開放、自信、從容的集體面
貌漸次顯露。過去十年，改革發
展不斷進步，民生福祉取得一系
列突破。如果說十年前辦奧運是
集中展現改革開放早年積累的物
質和精神財富的話，那麼2022年

的冬奧會一定是讓奧運紅利落在
每個國人身上的盛會。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一封給大

學生義工的回信中寫道，「歷史
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
量。」
其實，放眼到整個社會，不分

男女老少，無論是大型賽會活動
義工還是支教扶貧義工，只要每
個人胸懷奉獻、友愛、互助、進
步的義工精神，我們這個共同的
家園就能變得越來越好，這也是
「志願改變中國」的最好寫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 義工陳東（右）和蔡輝十年後重
聚。 受訪者供圖

■十年前（左）與十年後的奧運義工。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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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的今天十年後的今天，，北京奧運義工北京奧運義工
回到鳥巢聚會回到鳥巢聚會。。 國家體育場供圖國家體育場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