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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朱平 通讯员 鲁青 李菁

4日一早，萨福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亚运医疗保障微信群。

“北京奥运会那年，我从也门来到中国，15年来一直在
中国求学工作，这次作为浙大二院的医生，为杭州亚运会做
医疗保障多语言服务工作。”在医院解放路院区急诊大厅，萨
福一口略带卷舌音的流利中文，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目光。

正是因为能在阿拉伯语、中文、英语三门语言间自如转
换，去年浙大二院招募亚运医疗保障队员时，国际交流办公
室的同事立刻就想到了他。

服务杭州亚运会期间，浙大二院安排了阿拉伯语、日
语、韩语、泰语等11个语种近百名翻译志愿者24小时轮流
值班，同时在“大莲花”医务室及全院所有亚运专区配备了
多语言翻译设备，可覆盖近80%的亚洲国家语言。

“我们8月初到开幕前，参加了好几次演练。”萨福至今
印象深刻，“扮演的病人只会说阿拉伯语，英语、中文都听不
懂，我们不同院区的医护人员、专家就通过网络视频会议，
进行语言沟通，紧急处理病情。”

此前，萨福没有参加大型国际活动志愿者的经验，但对
当好跨语言、跨文化沟通的使者，萨福一点都不陌生。在他
的手机里有一个专门为在浙江的阿拉伯人沟通服务的医疗
微信群，“义乌、柯桥有不少中东商人，有的人不会中文，英
文也没那么好。”去医院看病或是遇到需要沟通的情况，他
们都会在群里向萨福求助。

萨福说，第一次来杭州，他便陶醉于这座有山有水、历史
悠久的城市，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多，更感动于城市友爱、包容
的氛围。“刚入职时，我还担心杭州人不信任外国医生，后来发
现他们不仅信任我，还很热情，会主动和我分享杭州故事。”

激动、紧张、兴奋⋯⋯回想当天看开幕式直播的心情，
萨福把自己脑海里的中文形容词都搜刮了一遍。“那么多国
家代表团齐聚杭州，我的祖国也门也派了代表团来，全场人
的笑容和掌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最近，喜欢足球的萨福特地跑去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
现场支持中国队，很多本地人看到他脸上贴着中国国旗，都
热情打招呼。“这种感觉，就像在家门口给队员们加油”。萨
福说。

浙大二院也门医生萨福——

在第二故乡，架起语言桥

运往亚组委的制服、送到亚运村的
矿泉水、为代表团配送的家居用品⋯⋯
10 月 4 日，迟宏斌所在的物流团队刚
刚完成手上的“大单”。来不及歇口
气，他又要跟亚运火炬领域的工作人
员一起商讨火炬手服装的回运计划。
作为杭州亚运会物流中心仓储经理，
过去一个月以来，“连轴转”成了他的
工作状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国际大
型赛事来说，物流服务往往是最早开始、
最晚结束的一项工作。今年 6 月，杭州
亚运会物流中心正式启用，整个亚运期
间吞吐超过 10 万吨各式物资。截至目
前，物流中心收发物资近 20 万件，170
余辆亚运物流车跑遍各大竞赛场馆，总
里程近6万公里。

作为亚运“物流心脏”的核心团队
成员，迟宏斌的忙碌来得比旁人更早
一些。“我参与了物流中心前期选址、
场地规划、设施设备采购、信息系统建
设、流程设计、规章制度制定，5 月开
始，我和团队伙伴正式进入了亚运时
间。”

物流中心由两座分管境内外物资
的连体智能物流仓组成，建筑面积超
7.2 万平方米，集中存储着体育器材、技
术设备、后勤补给等办赛物资，就像一
个大型快递中转站。迟宏斌和 200 多
位同事要做好三件事：根据订单拣货；
对拣货物资进行复核；物流车辆装车
交接。

这三件事，看似和日常快递中转站
没有太大区别，却有本质不同。“亚运物
资品类众多，时效性要求更高，物流作业

必须 24 小时不间断及时响应。”迟宏斌
说。为了让庞大的物流系统精准运转，
境内、境外两个仓库团队“拆分”成10多
个小组，分别负责应急、数据、拣货、复
核、发货等环节，高效协作。

“最难的是要同时进行 100 单以上
的物流任务，还要实现每个订单的准确
高效执行。”迟宏斌对9月初的忙碌记忆
犹新。

当时，亚运物资储备和调配进入高
峰期，火炬接力相关物资、开闭幕式相关
物资、代表团和技术官员所属物资接踵

而来，整个境内团队连续工作了3周，每
天处理的物资数都超万件。

每天 2 万步！为了处理超常规数
量的物资，迟宏斌在偌大的仓库里来
回奔走。考验体力的同时，脑力也不
能放松。

怎样在堆满亚运物资的、相当于
60 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仓储区域里，
准确取送一件指定亚运制服？这个问
题，难倒了记者，却难不倒这位“物流
先锋”。迟宏斌指了指手中的掌上终
端（PDA），机器背后，是他参与研发的

全链路赛事物流治理系统“亚运物流
信息系统”。有了这个系统，能够通过
实时数据采集、分析，确保“1 秒内找到
最优解”。

除了准，还要快。“作为办赛‘补给
站’，我们会遇到很多临时性突发物流服
务需求，此时就会出动应急小组快速响
应。”迟宏斌说。

迟宏斌回忆，9 月 15 日晚，卡塔尔
代表团要求运输一批家居物资到亚运
村，控制塔团队接收任务后第一时间
分发到物流中心团队。“我们启用了紧
急订单任务执行流程，简化任务审批，
代表团 1 个小时后就领取到了所需物
资。”

眼下，物流中心的工作重心正逐步
由亚运赛时保障过渡为在赛时保障的同
时平稳完成向亚残运会的转换，主要包
括亚运相关物资的回收、存储与清运；代
表团物资的复运出境；亚残运会相关物
资的接收、存储与发放。

这意味着，新的挑战纷至沓来。迟
宏斌说：“亚运结束后，代表团物资复运
出境将成为重头戏，可能会出现一个区
域有 20 多个代表团物资的情况，我们
必须准确高效地对物资进行分类打包，
运送出境，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错
误。”

面对挑战，这位有 10 年物流从业
经验的“老将”运筹帷幄。他的笔记本
上，早已写满了各类物流服务计划。

“希望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继续为亚
运、亚残运提供安全、高效、准时的物
流服务保障，圆满完成属于自己的‘赛
事’。”

杭州亚运会物流中心仓储经理迟宏斌——

超十万吨物资，运筹帷幄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王 娟

迟宏斌对亚运物资进行查验。 受访者供图

保障有力度 赛事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