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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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亚运村建设有限公司入口处，有一幅近 5 米长的亚
运村筹办工作计划示意图，用不同色块、黄豆大小的文字标注着
亚运村筹办18个月期间的重要节点，巨大的信息量扑面而来。

“这些早就都印在我脑子里了，想忘都忘不掉。”身兼杭州亚
运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亚运村运行管理中心副指挥长等多
职，分阶段编制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是陈晓的工作之一。表彰大
会前两天，她才有时间整理亚运期间的运行计划书，“前前后后
更新了5版，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亚运会闭幕，陈晓的头衔变成了“顾问”。“亚运会可能是我
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冲锋在一线了。”2024年 3 月，她就到退休
年龄了。

在高光中退场，她觉得自己无比幸运；退场前还能为团队的
前进做一次“托举”，她亦感到幸福。

在陈晓的办公室里能远远看到彭埠大桥，大桥北面是钱江
新城，南面连着钱江世纪城。

桥梁所跨越的距离，是一座城市重构空间格局的刻度。
落到个体身上，则是不同的人生体验——这座桥，连接着陈

晓职业生涯的两段高光时刻。2016 年 9 月，G20 杭州峰会，陈
晓是原杭州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的 G20 工作部部长兼杭州国
际会议中心负责人，“大金球”是 B20 的主会场，她与团队全程
参与服务保障工作。

另一段高光，则属于亚运。2021 年底，陈晓转入亚运时
间。“即使睡觉，床头也放着对讲机，随时待命。”赛时她是亚运村
行政条线的分管指挥长，场馆运行、机要综合、财务审计，一肩挑
多职，“最怕半夜对讲机响，它一响肯定是大事。”

赛后，国内外媒体评价杭州亚运会是“史上最好的一届”，但
陈晓说，所有的最好，“最初都是从‘看见世界’开始的。”

比如，世界级赛事的服务供应商为何需要提前一两年确定，
因为考虑到食材安全，凡是送进运动员餐厅的动植物原材料都
需要从幼崽、幼苗期就按规范培育，以排除外因影响；各国运动
员的就餐习惯和就餐时间各不相同，什么时候供餐、供多少，经
历过世界级赛事的餐饮服务团队要心中有数⋯⋯

正是因为准备得足够细致，陈晓们才能目标明确向前冲刺。
从超长筹备期，到赛时保持 24 小时全天候运作，再到赛后

撤场收尾，陈晓所在的亚运村运行管理团队是所有亚运会保障
服务团队中“待机”时间最长的。

“直到今天，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陈晓说，高峰期
时仅负责综合协调的办公室就有100多人，随着赛事结束，各项
工作陆续收尾，现在还剩下 30 多人。正说着，一街之隔的楼里
传来机器作业的声音，那里赛时是亚运村媒体人员餐厅，赛后要
恢复成社区邻里中心，正在拆装设备。

陈晓眼里熟悉的风景正在一点点消失。“杭州亚运村就是按
‘可逆施工’方案来的。”她笑着说，赛时的运动员村餐厅如今已
完成撤场，将恢复成学校校舍，“什么时候亚运村完全变成了居
民社区，我们的工作就真正完成了。”

从赛前到赛后，将近3年的漫长“村里时光”，最难忘的是什
么？“这条路！”陈晓指着眼前一条不起眼的道路，这条路从亚运
村欢迎中心通往运动员村，描画着她记忆中最美的故事。

那时亚运村刚刚从亚运会转换至亚残运会，前来参赛的残
疾人运动员第一天抵达。“50 人的团队可能有 500件行李，我们
一下子傻眼了。”陈晓说，事先他们没预计到残疾人运动员的行
李件数会如此之多，且多数为大件行李，还包括轮椅等辅助器
具，安检过后行李入村，但搬运车明显不够用，怎么办？“我们抽
调各中心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接力，用流水作业的方式，
把行李一件不落地送到了运动员村。”

那段视频被人拍下，走红网络，成为亚残运会期间村里的
“最美流水线”，也成了陈晓眼中的“最美风景线”。

赛时的忙碌散去，如今这条路上除了时不时开过的作业车
辆，少见行人。

“但在我眼里，这里仍然到处是杭州亚运会的痕迹。”陈晓笑
起来，她说路口的红绿灯还是“三小只”的模样，还有运动员公寓
楼下的灭蚊灯也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还有我们经过亚运会

‘练兵’的团队小伙伴，正打包行李，准备去哈尔滨，亚洲冬季运
动会将在那里召开，他们要去分享杭州亚运会的运行经验。”

杭州亚运村建设有限公司陈晓领衔

“超长待机”服务团队——

流水线里
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 詹丽华

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新落成的院史馆里，有一本缀满徽章的
纪念册。从亚奥理事会会徽，到各具特色的
体育徽标，几乎涵盖了参加杭州亚运会的所
有国家和地区。

一家市级医院，为何会收集这么多的亚
运徽章？

“这是一本‘众筹’纪念册，徽章来自全
体亚运医疗保障人员的捐赠。”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副院长、亚运村综合门诊部主任仝
进毅说，每一枚徽章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
知的幕后故事——

作为杭州市属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杭州
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承担了亚运村综合门诊部医疗保障、桐庐
县马术场医疗保障等三大任务，派出了近
150 名医护人员。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也
荣膺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浙江省先进集
体。

“我们在看不见的赛道上争分夺秒，跑
出‘亚运速度’。”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童向民曾经在动员会上的发言，成了 5
个月中整个医疗保障团队的写照。

在亚运保障任务中，亚运村无疑是重头
戏。因为这里是运动员的“大本营”，最多时入
驻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人员等超过2万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体量，亚运村综合门诊部
副主任兼医疗主管詹建伟和团队首先解决的
是从0到1的问题：综合门诊部总面积达3600
平方米，设置了165项医疗设备，开设12个临
床科室和5个医技科室，堪比一家小型医院。

硬件到位了，是不是意味着万无一失？
实际情况比预估的更复杂，开诊第一天

就遇到了难题！
门诊部护理主管黄赣英还记得，第一位

来看病的是个巴基斯坦运动员，对方只会说
乌尔都语，尽管综合门诊部备有翻译器，也

有“小青荷”志愿者帮忙，但辨别患者所说的
语种还是费了不少工夫。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当天工作结束
后，仝进毅和詹建伟立刻召集大家开会，“发
明”了一本翻译手册——册子上不仅标注了
45个参赛国家（地区）的标识，还对应注明了
语种。这样一来，讲小语种的患者只要点点
国家（地区）的旗帜，导医便能协助他使用翻
译器，大大节省了咨询和信息登记时间。

亚运村的夜是静谧的，但在综合门诊
部，24小时都可能会响起警报声。“从接诊情
况来看，最多的病例主要是骨骼肌肉损伤、
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疾病、眼科疾病、肌腱韧
带损伤和关节损伤。”詹建伟说。如果说应
对这些病例都还算在“意料之中”，那么一些
急危重症患者的出现，则会立即拉响警报。

不仅是急诊医护战斗在抢救一线，亚运
期间火出圈的中医推拿科和康复科门诊，同
样是“痛并坚持着”。

“很多外国运动员一进来就问，有没有
拔罐项目？”门诊部中医推拿科主治医师吴
珏灿说，为了尽可能满足每一位运动员的要
求，当时平均每个医生每天下来要按摩 20
到30人，“一天忙下来，手都是发抖的。”

“你可能想不到，拔罐用的火罐，每天都
要送出村一大箱，拿去消毒。”门诊部后勤主
管陈国雄笑着说。当时整个中医推拿科一
共6位医生，几乎是全天无休。

让康复医学科印象最深刻的“患者”，是
中国游泳名将覃海洋。他来的时候，离杭州
亚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作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覃海洋的手肘和膝盖关

节有些疼痛，他来询问有没有缓解方法：“我
要把五星红旗举得更高一些。”

时间紧迫，杨丹丹和丁晓伟两位医生为
覃海洋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先以超声波
治疗仪移动法治疗肘关节，再用超短波无热
量治疗膝关节。双管齐下，覃海洋的症状得
到了暂时的缓解。

“当晚我们一起收看了开幕式直播，看
到覃海洋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过会场
时，我们与有荣焉。”杨丹丹至今还在手机里
存着这一段录像，对她来说，这是属于团队
的“荣耀时刻”。

虽然语言不通，但温暖是双向的。
门诊部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江力的朋

友圈里曾记录过这样一次突发状况：一位来
自沙特的卡巴迪运动员训练时不慎受伤，头
部裂伤明显，手指也变形肿胀，足足花了半
个小时才完成清创。

“没过几天，我在值班时，这个沙特运动
员突然走进来。他开心地从脖子上摘下奖
牌，先后递到在场的每个医生和护士手里，
和我们分享他的喜悦。”曾经的“伤员”成了
赛场上的奖牌得主，他离开时和门诊部的医
护人员一一留影。“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
明白：这枚奖牌里，有我们的功劳。”

交换徽章、合影留念、赠送礼物⋯⋯综
合门诊部的留言本上，写满了语言各异的
100多条感谢语。此外，还有来自30多个国
家赠送的“特别礼物”，包括约旦国旗、巴基
斯坦领带、不丹蜂蜜等。“每一句留言、每一
份礼物，都是对我们医务人员和医务保障工
作的肯定。”童向民说。

在门诊部急诊内科主治医师杨靖的手机
中，保存着闭村前最后一次出诊的画面，“亚
运会虽然结束了，但这种跨越国界和文化的
医疗合作，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在医疗事业中
的决心和责任。”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亚运期间提供优质医疗保障服务——

在看不见的赛道上争分夺秒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张颖颖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亚运期间提供优质医疗保障服务——

在看不见的赛道上争分夺秒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张颖颖

走进湖州市体育局副局长邱建国的办
公室，挂在门背后的一件黄色西服，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这件衣服的年龄应该比你还大，它是
我参加 1990 年北京亚运会裁判工作时的制
服。”轻轻抚摸着西服胸口处的北京亚运会
标志，邱建国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被评为杭州亚运会先进个人的邱建国，
还差4个月就满55周岁，在谈及杭州亚运会
的经历之前，我们先聊了聊 34 年前的那个
秋天。

“那时我在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
大学）读书，有幸被挑选为高尔夫球项目的
裁判。”邱建国说。

北京亚运会是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大
型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也是改革开放后中
国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标志性盛
会。彼时年轻的邱建国内心和所有国人一
样兴奋、激动，不同的是，他还带着一丝焦
虑。

“当时，高尔夫第一次成为亚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我们完全不知道高尔夫该怎么
打，甚至有几个洞都不知道。”

不会，就从头学起。1989 年和 1990 年
两个暑假，邱建国和刚刚组建的高尔夫国家
队队员们一起练球，还要学习高尔夫相关规
则和国际礼仪等知识。

4 个多月的培训，让邱建国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高尔夫球裁判。他圆满完成了北京
亚运会的执裁工作。

大学毕业后回老家从事体育工作、和体
育打了多年交道的邱建国没料到，34年后还
能再次和亚运结缘。

“中国第一次办亚运，浙江第一次办亚
运，两次我都参与其中。”相同的是，内心的
激动和兴奋；不同的是，北京亚运会时，邱建
国只是“管中窥豹”，而杭州亚运会时，他要
负责湖州赛区的筹办工作，“操心的事就更
多了”。

2021 年，按照杭州亚组委的部署要求，
湖州成立了亚运工作筹备委员会，作为湖州
亚筹委办公室副主任以及工作专班成员，邱
建国带领专班工作人员梳理 8个领域、17个
方面的重点工作，形成 200 余页的湖州市总
体任务书，并同步完成湖州市亚运筹办工作

架构图。
那段时间，邱建国最大的苦恼就是每

天的时间不够用——既要时刻盯紧各个领
域环节，与指挥部、工作组对接，又要和各领
域、场馆沟通，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完成。
赛时，他又担任起德清体育中心体育馆运行
团队的常务副指挥长，长期驻守德清赛事属
地，像一个大管家一样，负责场馆总体指挥、
每日巡管、例会调度、礼宾接待等各项工作。

亚运期间，邱建国有多忙？
邱建国没做过详细统计，但毛估估，亚

运时他一天最多接了上百个电话，“不管大

事小事，都要过问。”
多小的事算小呢？“有一天我们在指挥

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有一位坐着轮椅的老
人在场馆门口排队等候进场。”邱建国立即
通过对讲机联系了门口的志愿者，全程护送
老人到专门设置的无障碍看台观赛。“事后
了解到，老人家有 70 多岁了，是中国女排的
粉丝。当时她还在住院，子女们特意把她带
来看比赛。”

直到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接送运动员的
大巴车开出湖州地界，邱建国才彻底松了口
气。“感觉身上的担子一下全卸下来了。”

不过，当杭州亚运会圆满闭幕，沸腾的
赛场逐渐回归平静，邱建国却并没有因此闲
下来。如何做好赛后场馆利用、让亚运红利
不断释放，成为摆在他面前的新考题。

“亚运会体现的不仅是体育竞技层面的
高低，更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品质等全方
位的展示。”在邱建国心里，“后亚运”这篇文
章，解题方向一直很清晰，“只有将办赛与改
善民生、推动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公共服务
大升级、产业发展大提质，让人民群众生活
更有品质、更加幸福，才能真正实现‘办好一
个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

“去年，湖州奥体中心作为浙江队的主
场，承办了中超联赛的比赛，而德清体育中
心体育馆则作为浙江男排的主场，承办了中
国男排超级联赛。群众体育方面，我们还承
办了长三角体育节。”邱建国如数家珍，他将
未来投射在不断丰富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上。

“相信，在湖州不仅能看见美丽中国，也
能看见精彩体育。”对此，邱建国信心满满。

从裁判到赛事“管家”，湖州市体育局副局长邱建国——

两次结缘，对亚运的爱34年不变
本报记者 杨 渐

亚运村综合门诊部医护人员。 受访者供图亚运村综合门诊部医护人员。 受访者供图

亚运村综合门诊部开展多学科讨论。 受访者供图

邱建国（左一）与亚排联官员和技术代表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陈晓在运动员村。 本报记者 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