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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在杭州亚运会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面会上，石甫天是唯一的媒
体代表。身为中国日报文教体育部记者，同时也是杭州亚运会官方
英文会刊《Asiad Daily》制作团队成员，过去20多天，他辗转于6个
办赛城市之间。

从业6年来，石甫天始终奋战在体育战线，相继参加过北京冬奥
会、北京冬残奥会、雅加达亚运会等综合大型赛事的报道。回顾此次杭
州亚运会之旅，他用幸福来形容：“作为媒体记者，参与这样的大型赛事
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见证亚洲的体育力量，以及赛事保障的精彩。”

在乌兹别克斯坦传奇老将丘索维金娜身上，石甫天读到了运动员对体
育事业的无尽追求。“我问她你为什么还要比赛，她说体操就是她的生命。”
随后，“丘妈”还与石甫天分享了她对中国的热爱：“她说，从北京奥运到杭
州亚运，每一次来参赛，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民给她的爱。”

亚运期间，来自全亚洲的1.2万名记者奔波在赛场内外。除了“追
逐”传奇，石甫天还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发掘闪闪发光的中国运动员。“希
望能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人认识中国运动员，了解他们的故事。”

石甫天的手机里，珍藏着一期杭州亚运会官方英文会刊《Asiad
Daily》，封面人物是汪顺。与“霸气外露”的夺冠照相匹配的，是一个
英文谐音词 Shun-sational。他解释，这是将汪顺的姓和英文单词
Sensational（极具影响力的人或事）结合在了一起，寓意汪顺夺金在
国际赛场上的影响力。

这一巧思，源于对报道“中国亚运军团”的用情用心。“当天的会
刊非常受欢迎，很多外媒记者、外国运动员、技术官员都关注到了。”
石甫天说，很高兴通过团队的努力，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运动员，关注
中国体育竞技。

对于石甫天来说，“亚运时间”很长：“9月16日来杭，这是我在杭州
待过最长的时间。”这半个多月也是转瞬即逝的，同时要顾好中国日报
和官方英文会刊供稿，“双线操作”让他每一天都在连轴转。

杭州正在打造国际“赛”“会”之城，他期待着，作为体育记者，在
亚运会后自己能再次来到杭州，也希望未来在这里见证更多的精彩。

中国日报记者石甫天：

发掘闪闪发光的运动员
本报记者 张梦月

石甫天（左）与汪顺拿着《Asiad Daily》合影。 受访者供图石甫天（左）与汪顺拿着《Asiad Daily》合影。 受访者供图

“你们看，他的徽章！”10 月 7 日
下午，杭州亚运会一线工作人员记者
见面会开场，胡传刚甫一落座，便引发
了阵阵惊呼——他胸前的工作牌上，
缀满了亚洲各个体育代表团的徽章，
马来西亚、泰国、沙特、文莱⋯⋯这些
徽章大多是市面上难以寻觅到的“珍
藏款”，一枚一枚别在绶带上。

杭州亚运村运动员村的餐饮主
管，怎么会变成一位徽章“达人”？

“这些徽章不是交换的，是运动员
与随队官员就餐后赠送的。”胡传刚笑
着“解谜”。在运动员村餐厅工作的一
个多月，他收获了30多枚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徽章。“这是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对餐饮的肯定，是对我们服务团队工
作的认可。”

从事餐饮行业近20年，烹饪对于
胡传刚来说已是胸有成竹。但给运动

员开展餐饮服务保障还是头一回。从
菜单开始，就要反复斟酌。

“因为运动员的菜品既要符合食
品安全和食源性兴奋剂检测要求，又
要尽可能满足各参赛国家、地区的用
餐习惯和生活方式。”在与餐饮服务团
队历经近 4 个月的努力后，他们编制
的菜单经组委会组织的各方面专家评
审，并报亚奥理事会审核确定。

现场，他介绍了运动员的专属菜
单，覆盖了中餐、东亚、南亚及次大陆、
阿拉伯及中东、欧陆等5种不同风味，
中餐风味中还融入了“味美浙江，百县
千碗”菜品，尽量在满足不同需求的同
时，也展示浙江的美味。

运动员餐厅每天提供 20 小时餐
饮服务，偌大的餐区，总能见到这位大
师傅的身影。身为餐饮主管，他从后
厨走到前台，除了制定菜单，也要维

护、管理餐厅的日常运营。“比如出菜
之前，我们要对菜品进行全面检查，餐
中要关注菜肴是否及时添加，取餐区
会不会发生拥挤等。”胡传刚说。

大师傅的用心，来就餐的人看在
眼里。胡传刚向大家展示了一枚来自
文莱代表团的徽章。“文莱亲王来到运
动员村并在餐厅用餐，一名随队官员
在交谈中给予餐厅高度评价，这枚徽
章就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礼物。”

截至目前，运动员餐厅共运行 29
天，累计保障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用餐
39.6万人次，总体满意度达到98%。

对于这样的成绩，胡传刚备感自
豪，也十分谦逊：“我只是数万亚运会
餐饮服务保障人员中的普通一员。希
望运动员与随队官员吃得安心，赛得
开心，有一趟难忘的杭州亚运会之
旅。”

运动员村餐厅大师傅胡传刚：

徽章代表我的心
本报记者 张梦月

胡传刚 受访者供图

於丁丁已不记得自己在“大莲花”
体育场的边边角角走过多少回了，当
我们关注激动人心的亚运赛事时，他
正紧张地关注着地面上是不是又多了
一个纸团，厕所里的水渍有没有擦干。

“大莲花”是一座能容纳 8 万多人
的体育场，由525名一线清废保洁人员
保障场馆的清洁工作。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清废保洁主管於丁丁就是其中
之一。也许是不习惯处于聚光灯下，於
丁丁腼腆少言。没等到记者单独采访，
他就悄然离开，继续忙碌接下来的保洁
工作，直到空闲时才和记者聊起来。

杭州亚运会期间，各比赛场馆、训
练馆、接待酒店环境保障是极其繁杂的
工程，尤其是像“大莲花”这样人流量大
且使用率高的场馆。於丁丁从去年 4
月就开始保障亚运会，每天都很忙碌。

於丁丁给记者看了他在亚运会 5 次彩
排演练及比赛期间的行程计划——

每天6时前到岗，对当日的保洁人
员进行岗前培训、安全教育等工作，6
时30分左右安排各组人员检查楼层各
自区域的看台、座椅、卫生间、通道、外
围道路等，并进行清扫工作。赛事中
期，他们会退居幕后，但是仍然把注意
力集中在卫生间、楼层通道等处。“确
保不留一滴水、一张纸”。等到比赛结
束观众散场后，原先“隐藏”的保洁人
员重新进行区域清扫⋯⋯

运动员和观众进场时，也许不会
特别注意到，场馆各处都干干净净，也
许也不会注意到那些早已默默退居幕
后的保洁人员，但这并不影响於丁丁
和他的团队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工
作态度。“说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保

障场馆的整洁和环境的舒适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於丁丁说。

於丁丁更愿意谈起那些保洁阿姨
们留给他的感动瞬间。比如，开幕式
结束的那晚，观众散场后，保洁人员抽
空来到舞台中央拍集体照留念，一家
媒体把话筒递给保洁阿姨：“辛不辛
苦？”保洁阿姨来不及多想就脱口而
出：“我们再辛苦也是甜的！”

“不少保洁人员是从外省过来的，
一直没有时间去游玩，也没时间看比
赛，只能听到颁奖仪式时雄壮的国歌
声，或是运动员得分后观众的欢呼
声。”於丁丁曾经问过团队保洁人员，
亚运会结束后有什么打算。他们说，
想在杭州玩几天，购买亚运会漂亮的
纪念品回老家，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
表明自己曾为亚运会出过一份力。

“大莲花”保洁人员於丁丁：

我们再辛苦也是甜的
本报记者 朱 承

於丁丁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我是杭州亚运会班车司机卢保
林，我的任务是每个比赛日，把运动员
从亚运村送到西湖高尔夫球场，再把
他们平安接回到亚运村。”

做完自我介绍后，这位52岁的东
北汉子又补了一句，“我以前就是开车
的，这次能服务亚运，感到非常幸运。”
淳 朴 的 话 语 让 现 场 不 少 记 者 会 心
一笑。

开车，对于卢保林来说并不难，作
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的任务
就是“顺利送达，平安接回”。但对他
来说，适应“亚运时间”费了一番功夫。

从 9 月 22 日开始，他每天都要凌

晨2时起床，4时半发车，开车30多公
里将运动员送达比赛场馆，再返回亚
运村。“每趟来回差不多 2 个小时，每
个比赛日要来回行驶 3 趟，早上来不
及吃热乎乎的肉包子，只能吃点面包
应急。”

说完，卢保林有些不好意思，他又
想起一个细节，亚运比赛期间，驾驶员
需要在车上等候，“观众在里面看亚运
会，我就在车上听比赛。听到现场响
起一阵阵的欢呼声，我心里就特别激
动。”

尽管一家三口都在杭州，但卢保林
和家人已经很久没见面了。他的儿子

在杭州临平，服务亚运安保工作。“中秋
节我们一家三口，手机视频聊了一个多
小时，算是在‘云’上团圆过节了。”卢保
林说，他们一家人已经约定好，亚运会
圆满闭幕后，就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
一顿自己亲手包的东北饺子。

“亚运会举办得这么顺利，我很开
心，想到终于可以见到老婆孩子了，我
也很开心。”兴许是忽然想到亚运会即
将结束，说着说着，卢保林又显得有些
伤感。

他默默垂下了头，“其实我还有点
不舍，你说亚运会怎么这么快就结束
了呢？”

班车司机卢保林：

期待闭幕后与家人团圆
本报记者 朱 承

卢保林 本报记者 朱承 摄

10 月 7 日凌晨，刚刚回到中
国计量大学宿舍的李冠霖舍不得
睡下。他兴奋地回味着当晚在杭
州奥体中心篮球馆为杭州亚运会
做的最后一场志愿服务。

“我从长春来杭州读大学，就
是为了亚运会。”聊起对杭州亚运
会的感情，这名略带“东北腔”的大
二男生很直白，他告诉记者，听说
杭州要举办第19届亚运会，高考
填报志愿时，就把目标锁定了杭州
的高校。“我期待着，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做一名亚运志愿者。”他说。

经过层层选拔，李冠霖实现
了自己的愿望，在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馆担任 fop 区（比赛场地）场
地清洁志愿者小组长。

在篮球界，这个岗位的志愿者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称：“擦地
哥”。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擦地哥”除了擦地、节间拖地外，还要在球
员热身时负责管球。

篮球比赛期间，李冠霖的座位就在篮架边上。“第一次看到自己
的工作位无限接近赛场时，我很兴奋。”虽然在这个让人羡慕的“超级
VIP 位置”，但李冠霖并没有机会好好欣赏比赛。因为比赛进行时，
擦地志愿者的精神需要高度集中，他们随时都要冲上场，确保比赛场
地的清洁。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地板上没有杂物、没有汗液水渍。”李冠霖
说，这个听上去简单、琐碎的工作，对比赛却影响不小。“球员打球时
汗渍会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被后面的球员踩到很容易滑倒，甚至
可能导致球员受伤。”

同时，什么时候“出动”去擦地、怎么擦也是一项“技术活”。李冠
霖和组员们在冲上场擦地时，要掐准时机，赶在球员们返回前，快速
擦好并离开，整个过程必须在几秒之内完成。为了追求以最快速度
到达需要擦拭的位置，“擦地哥”们会加速冲上场，一次擦地相当于一
次无氧冲刺折返跑，也因为弯着腰冲得太猛，每回得靠膝盖着地及时

“刹车”，一场下来，李冠霖和组员们的膝盖都红透了。
从 9 月 26 日篮球馆正式开赛，到 10 月 6 日晚赛程全部结束，李

冠霖在篮球馆擦了 11 天地。他告诉记者，一直觉得自己的岗位并
不起眼，没想到因为观众和媒体记录下的工作瞬间，越来越多的人
为“擦地哥”点赞。

“大家的称赞和认可，让我和组员们每天都能量满满。”亚运会即
将闭幕，李冠霖说，这不仅是属于运动员的舞台，也是他和所有“小青
荷”绽放自己青春的舞台，这段经历注定难忘。

大学生志愿者李冠霖：

靠膝盖刹车的“擦地哥”
本报记者 朱 平

大学生志愿者李冠霖：

靠膝盖刹车的“擦地哥”
本报记者 朱 平

李冠霖 本报记者 朱平 摄李冠霖 本报记者 朱平 摄

清瘦的身形、美少女的脸庞，眼前
的吕淑怡很难让人联想到“女警”这个
词。

“别看她外表柔弱，曾经可是能从
直升机上下来的女特警。”吕淑怡的同
事、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团委书
记顾博告诉记者，浙江警察学院毕业
的吕淑怡学的就是特警专业，这次亚
运会，作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安保
工作人员，吕淑怡主要负责竞赛枪弹
的保障，是射击、现代五项等比赛的枪
弹“守护人”。

“我是一名 00 后，刚接到保障任
务时很兴奋。”说起接到任务的第一反
应，才工作一年多的吕淑怡流露出自
信的表情。

竞赛枪弹保障任务时间跨度长、

保障数量大，涉及了 39 个国家和地
区，最重要的是要确保零差错。

为防止出现丢失和损坏，吕淑怡
对参与保障工作的航司和机场工作人
员还进行了专门培训，实行专门管
理。“截至 6 日，我们共保障枪弹任务
139 批次，做到了任务保障零差错。”
这一成绩背后，是吕淑怡一个多月的
持续付出。

吕淑怡说，杭州亚运会期间，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是浙江省第一空中门
户，也是迎接八方来客的重要窗口，除
了竞赛枪弹保障任务，她还要参与运
动员的保障工作，所以进入任务的时
间也比别人要提前许多。“我们从8月
25 日开始执行亚运会任务，这几天，
我们还将迎来离境高峰。紧接着，10

月 9 日第一批亚残运会航班又将抵
达。”

吕淑怡打趣道，自己和同事们经
常白天过的是北京时间，晚上“倒个时
差”继续执勤。从开幕到闭幕，她不仅
没有机会去现场看比赛，也没有机会
接触喜欢的运动员，即使执行保障任
务时，离运动员近在咫尺，也只能一心
履职。

前几天，执行保障任务时，吕淑怡
正好遇上自己喜欢的中国乒乓球队离
杭，当时许多球迷已早早在机场等
候。尽管吕淑怡也很想要一个签名，
但她并未分心，一直在维护现场秩序，
引导队员们快速离场。

“来时好，走时顺”，这是一名 00
后亚运一线工作人员对亚运的祝福。

枪弹“守护人”吕淑怡：

保障枪弹139批次零差错
本报记者 朱 平

吕淑怡 本报记者 朱平 摄

一线工作者，感谢你们一线工作者，感谢你们
编者按：亚运会成功举办，离不开一线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默默付出。10月7日，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举行“杭州亚运会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面会”，6

名一线工作人员走上台前，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亚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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