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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极速变身”、10 万人上网无忧、
7 万人潮 40 分钟“丝滑”离场⋯⋯杭州亚运
会期间，主会场“大莲花”上演了一连串让人
惊叹的奇迹，这与一支幕后团队密不可分，
它就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团队。

“‘大莲花’不仅是亚运会、亚残运会开闭
幕式举办场地、田径项目比赛场馆，还要承担
马拉松、竞走比赛。进场第一天，我们就立了
目标，力争成为亚运场馆的标杆。”陆春江说。
他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团队常务副指
挥长，2021年11月，他作为第一批杭州亚组委
的运行团队成员进驻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成
为团队中亚运“待机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团队最初的29名成员，全来自杭州亚组
委各个部门，虽说都是精兵强将，但怎样进行
场馆化运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课题。

“全省所有亚运场馆中，‘大莲花’最早成
立运行团队，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身边的经
验可借鉴，我们还成了打样的人。”陆春江说。

肩负着“大莲花”的场馆运行工作，整合
竞赛技术运行、媒体运行、电视转播，以及餐
饮、交通、安保等业务领域。这支驻场时间
最长的团队，专职人员从 29 人发展到 192
人，随后志愿者、服务商、安保等各领域人员
入驻，团队人数最多时 4300 余人。大家一
路摸索，创下了不少第一——

2021 年 7 月 9 日，“大莲花”举办了杭州
第一个亚运会测试赛——“韵味杭州”2021
田径邀请赛，正式入场前，团队就开始演练，
首秀收获观众、参赛运动员的一致好评；

入场后，团队编制的《赛时运行计划》，
成了亚运各场馆运行计划的范本；

2021 年 12 月，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
行团队在各个亚运场馆运行团队中率先成
立党支部，让“临时团队”聚成了一团火，很

多工作都是党员带头先行先试；
2023 年 10 月 5 日，中国田径协会给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团队发来感谢信，感
谢他们“为各国家（地区）运动员在赛场上顽
强拼搏、勇攀高峰提供了最坚强的保障，奉
献了一届办赛卓越、精彩纷呈的亚运会田径
比赛”，这也是场馆中最早收到官方感谢信
的运行团队⋯⋯

采访当天，在陆春江办公室一角，记者
看到一张表面泛白的折叠躺椅，这是亚运期
间陆春江的“移动卧室”。亚运会结束后，没
舍得扔，因为它陪着陆春江见证了“大莲花”
的每个日夜。

“为了让所有的运行环节尽善尽美。我
们团队成员都在争分夺秒，不计个人得失。”
团队人事与志愿者领域主任吴海林回忆，在

“大莲花”团队办公室墙上，一直挂着一张先
锋队“作战图”，通过评选每周之星、先锋个
人、先进业务领域等，团队时时处处绽放
光彩。

为了尽快熟悉场地，大家比朋友圈运动
步数，每周对场馆进行两次实地考察，整个
体育场里里外外走个遍，最终把“大莲花”的
各种细节熟记于心。

为了在 3 分钟内精准放好田径栏架，志
愿者队员顶着酷暑比拼速度，十几公斤重的
栏架抬、拉、放，要重复上千次。

11次开闭幕式全要素彩排演练以及田径
赛期间，队员们凌晨2时才结束工作是常态。

“转场对我们的挑战很大。”陆春江坦
言，包括开闭幕式在内的很多环节都能彩
排、预演，唯独转场不行，这是“最没底”的一

项工作。
陆春江回忆，“大莲花”要经历从开幕式

到比赛场馆、再到闭幕式的两次转场，两次
转场物资总量达到 1340 吨，地屏面积 6500
平方米，可以说开闭幕式有多精彩，拆装工
作就有多繁琐。

为给导演组和运动员留下足够的彩排和
训练时间，两次转场要求都很高，第一次5天，
第二次只有2天，加上其他场馆还有比赛，奥体
中心周边人来人往，难度系数可想而知。

“我们从 2023 年 9 月 24 日零时启动开
幕式—田径转场工作。”陆春江的回忆精确
到分钟，是因为这些经历刻骨铭心。

那些日子，队员们“白加黑”，办公室里角
角落落搭起了行军床。作为指挥部负责人，
陆春江带领团队骨干48小时没合眼，直到工
人们如同修复古建筑般，把地屏一块块编码，
全部装上转运车，他才去躺椅上眯了3小时。

场馆运行中心主任张国华还记得，那段
时间，八宝粥成了队里最抢手的美食。因为
连续熬夜，很多队员牙龈浮肿、难以咀嚼，但
他们又觉得回办公室烧水泡方便面浪费时
间，于是，软糯、开罐即食的八宝粥成了最爱。

两次转场，团队奇迹般地节约下36小时，
实现了施工零事故、场地零损坏。

“能在‘大莲花’为亚运贡献自己的力
量，对每名队员来讲，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
刻。”陆春江坦言，这中间也有些许遗憾。为
保障开闭幕式全过程，团队成员一直坚守岗
位。“我们没能在开闭幕式上留下一张照
片。不过，这个遗憾和开闭幕式、比赛能精
彩呈现相比，微不足道。”

如今，团队成员都已回到各自单位，但
曾经的微信工作群一直没有解散。大家有
时翻看过往记录，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团队力求每一个运行环节尽善尽美——

“大莲花”里 绽放韶华
本报记者 朱 平

在杭州亚运会的 3 万余名赛会志愿者中，高校学子是主力
军，他们还有个亲切的名字——“小青荷”。“青荷”谐音“亲和”，
寓意杭州亚运会赛事志愿者是一群有青春力、有亲和力的群体。

这也是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大三学生，亚（残）运
村志愿者董元给人的印象。这个21岁的山西姑娘笑容灿烂，杭
州亚运会期间的故事经她娓娓道来，很有感染力。

在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期间，董元曾担任交通物流服务
助理（媒体村）志愿者、分级助理（协助业务小组）志愿者。她帮
各国媒体记者解决过交通出行问题，也曾在完成亚残运会期间
非常繁重的运动员每日分级保障工作之余，多次前往居住区接
送行动不便的运动员前往分级中心。

在董元心里，杭州亚运会是自己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经历
之一。

“亚运志愿者首次选拔时，我没敢报名。当时刚进浙外，从
来没有接触过志愿者工作，性格也比较内向、不自信。但看着身
边好些同学入选，又特别后悔。”董元说，好在大二时，学校又有
了亚运志愿者补充招募的机会。这一次，已在学校学完国际志
愿服务实践课程，并有西湖微笑亭、全民阅读大会等志愿者工作
经历的董元，毫不犹豫地报名，在三轮选拔后成功入选。

大型体育赛事的赛会志愿者，就像一座庞大机器中运转的
精密小齿轮，岗位、分工之多，培训时间之长，都表明这不可能是
一项简单轻松的服务工作。2023年暑假，恋家的董元放弃了回
家，全身心投入志愿者培训。为了强化英语，她还和十几个志愿
者建了钉钉群，每天互相监督练英语。以前见到外国人不好意
思开口交流的她，在亚运会期间用流利的英语主动服务，帮助了
不少外国媒体记者和运动员。

亚运会期间，董元经常从早上忙碌到夜里。她还记得，开幕
前几天，抵达亚运村的媒体记者特别多，又赶上连日下雨，自己
常顾不上吃午饭，防水鞋套也穿破了三四双。“平时我睡不够会
觉得很累，但在亚运村里，我有用不完的劲。”董元笑着说，经历
过亚运会，她明显感到自己的体能变好了。

赛会志愿者是大型体育赛事能否“丝滑”运行的重要保障。
在几个月的历练里，董元变身妥妥的“细节控”，“岗位之中无小
事”也成了她的口头禅。

在亚残运会中，分级证明是每名运动员参赛时必不可少的
“通行证”。核对分级签到名单是董元每天关注的重点。有一
天，她发现一名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的运动员临近分级截止时间
还未签到，这可能导致运动员失去后期参赛资格。董元立马设
法联系该运动员所在代表团团长，并主动上门接运动员到分级
中心完成分级。

亚运期间，有位不太擅长英语的印度记者向董元求助：他的
包落在了宁波的场馆，需要坐班车去宁波取包。虽然这并不是
董元的工作职责，但她立刻交接好工作，带着印度记者去场馆车
辆接驳站。

亚（残）运村志愿者董元在志愿服务
中变得乐于迎接新挑战——

升级成
2.0版的自己

本报记者 纪驭亚 通讯员 姚祥燕

杭州亚运会虽已闭幕，但开闭幕式上的
一 幕 幕 精 彩 场 景 ，时 常 在 赵 强 的 记 忆 中
闪现。

2019 年，在杭州文广集团西湖明珠频
道当了 20 多年电视导演的赵强，正式担任
亚组委大型活动部开闭幕式处处长。1973
年出生的赵强，身高一米八几，声音低沉浑
厚。“当了这么些年导演，亚运会开闭幕式这
么难得的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不想错
过。”他说。

对于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而言，如果把
导演团队比作神奇的魔术师，那么开闭幕式
处就是那一群在幕后帮助导演团队实现奇
思妙想的人，他们要做好服务、保障开闭幕
式顺利进行。

“我以前在电视台做导演，只会关心舞
台上的东西。”赵强感慨，这段特别的工作经
历让他发现，幕后工作同样不容易。

2019 年起，赵强就带着团队接触国内
外优秀的导演团队谈合作意向，邀请他们提
供开闭幕式创意方案。从正式组建开闭幕
式导演团队到敲定演出方案，中间是无数个
创意飞扬的日日夜夜。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由超过 1 亿名亚
运数字火炬手汇聚而成的“亚运数字火炬
人”踏浪而来，点燃“钱江潮涌”主火炬塔，成
为亚运会上的经典时刻。为了实现导演团
队点燃火炬的创意，赵强和团队几乎走遍了
浙江的高科技企业、实验室和高校。“当时陷
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成熟的技术新意不够，
太新的技术又担心创意无法落地。一个个
想法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定。”赵强回忆。
最后，导演团队提出数字火炬手的想法，大

家豁然开朗。“创意就是这么一件神奇的事，
有时候你必须得走那么多路，才能找到它。”
回想起那个过程，赵强感慨万千。

配合导演团队的同时，赵强也在想，能
不能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作为开幕式上的
最大亮点之一，此次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的
主火炬塔从设计到正式搭建耗时近两年，仅
设计方案就出了 28 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使用碳废再生的零碳甲醇点燃亚运圣火。

“之前大型体育比赛的开幕式点火，大
部分都用天然气，我们提出使用零碳甲醇，
这更符合绿色亚运的理念，也是一种全新的
尝试。”赵强解释，初步的方案通过后大家有
些紧张，从想法到实现，并不那么容易。

论证、报批、试验⋯⋯背后的工作庞杂
而琐碎，仅论证会就开了 20 多次。为了确
定供应主火炬燃料的能源储罐最合适的埋
藏位置，不仅需要勘探现场，还要跟电力、消

防、安保、物业等多个部门沟通交涉。
开幕式上，当点火仪式完美呈现时，赵

强和同事们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值
了！大家的辛苦都值了！”在赵强看来，他们
的团队正是不断地克服一个个困难，才实现
了当初看起来很难的目标。

经过一系列紧张繁琐的前期工作，2023
年 4 月，赵强和他的团队正式进驻“大莲
花”，真正的战斗打响了。

“你能想象吗，我这 200 多斤的块头，天
天骑着一辆小电驴，从亚组委一路骑到‘大
莲花’。”赵强笑着说。翻看他的微信朋友
圈，他几乎每天都戴着安全帽出现在工地
上，移植树木、填平路面⋯⋯为了保障开闭
幕式顺利进行，一项项琐碎的工作写进了他
每天的工作计划。“和我之前的工作毫无关
联，但又必须解决。”

此外，开闭幕式处还承担了大量的沟
通协调工作。导演团队提出的需求清单，
大到开闭幕式工程铺设，小到电梯梯控，他
们要一一和场馆对接。随着开幕式进入倒
计时，他们的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必须时
刻绷紧神经。“经常会回顾还有哪些细节没
做到位，连睡觉都不踏实。”每天除了各项
杂 务 ，还 要 参 加 开 幕 式 的 排 练 ，开 会 到
凌晨。

亚运会开幕式上，当《梦想天堂》的歌声
在“大莲花”上空唱响时，赵强感慨万千。“那
个瞬间，有种圆梦的感觉，很神奇。”回忆起
那个夜晚，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亚运会结束后，赵强回到了原先的工作
岗位。为亚运会开闭幕式奋战的日子，在赵
强心里，是一段灿烂无比的回忆。

亚组委大型活动部开闭幕式处处长赵强——

圆一个创意飞扬的梦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精彩盛会精彩盛会，，离不开你们倾情奉献离不开你们倾情奉献

团队每月进行先锋评比，以赛代练。图为“红色领杭·奉献亚运”大考大赛表扬会。

亚运会开幕式结束后，赵强（前排）和同事们在主火炬塔合影留念。亚运会开幕式结束后，赵强（前排）和同事们在主火炬塔合影留念。

在亚残运村，董元（右）与印度运动员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团队骨干成员。

“幸好我在他上车前跟他确认，去宁波的班车要5小时才能
到达目的地，他确定是要去宁波吗？这位记者比划着告诉我，他
的同行说只需要 1 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他想去的场馆。”董元说，
一番沟通后，她意识到，这位印度记者想去的是富阳水上运动中
心，因为宁波也有水上运动场馆，他搞混了。经董元帮助，这位
印度记者最终顺利抵达富阳。

当晚，董元召集组里小伙伴为此开了复盘会，“不少媒体记
者英语不是太好，这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多一点观察和理解，做好
每一件小事，才能尽善尽美。”

亚运会已结束，董元也重回校园。她发现，如今的自己和亚
运会前有了很大不同。

“原本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现在遇到事情会为别人考虑得
更周全。”董元说。亚运会期间，常有残疾人运动员询问她和小
伙伴，杭州哪里可以购物。一开始，她会推荐自己比较喜欢去的
龙翔桥。但后来她发现，能够地铁直达的滨江龙湖天街更适合
残疾人运动员。这件事，也被她写进了日记里，时刻提醒自己要
多角度思考问题。

更重要的变化是，这个原本性格内
向，面对新挑战就会焦虑、甚至有些“社
恐”的女生，升级成了2.0版的自己——
更加自信、开朗、乐于迎接新挑战。

董元说，接下来，她会更多地投入
志愿服务，带着亚运志愿者精神在更
多领域发出自己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