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首钢青年志愿服

务总队实名注册的 2208 名志愿者心中，亦有各自不同的答案。 

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以小我成就大我”，是“不求回

报的无私奉献”，是“人生的阅历和成长”…… 

在首钢青年志愿服务总队，“95 后”的首钢资源公司团支部书记姜

萌算得上一名志愿者“老兵”。早在大学期间，姜萌就加入了志愿服务

团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志愿者证件和编号。 

迎新生、捡垃圾、植树……在姜萌的记忆里，大学期间的志愿服务繁

杂、琐碎甚至略显枯燥，但这些“奉献”同样令她收获充实和美好。从

那时起，志愿服务精神就在她心中扎下了根。 

2019 年 7 月，姜萌入职首钢集团，两年后，她成为公司的一名青

年志愿者。 

建党百年城市志愿服务项目、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敬老助残

“暖冬”募捐活动、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下沉社区核酸检

测志愿活动……1 年多来，近 500 个小时，诠释着姜萌忙碌的志愿服务

日程。 

“我是距离冬奥会赛事‘最近’又‘最远’的志愿者。”姜萌说。 



“我在赛场听冬奥” 

今年 2 月，第 24 届冬奥会、冬残奥会来到北京，也来到位于北京

石景山的首钢园区。 

从 1 月初进驻首钢园区冬奥场馆，到 3 月初解封回归，在志愿服务

岗位上，姜萌和 191 名志愿者小伙伴持续上岗 66 天，志愿服务超过 1.5

万小时，为“一赛场（滑雪大跳台）、一总部（冬奥组委总部）、四中

心（主运行中心、技术运行中心、交通指挥中心、电力运行中心）、多

队伍（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队等）”所在地，承担场馆基础保障、

场馆赛时运行、外围综合保障等方面各项任务。 

不打无准备之仗，最初的 1 个多月，志愿者们通过集中线下培训，

完成了冰雪运动志愿服务概述、志愿者法律常识、通用口语英语、场馆

防疫知识等 23 门冬奥课程培训，全员全部课程考核合格。 

为赛事场馆内近 2000 名工作人员分发各类物资，是姜萌等 4 名志

愿者日常主要志愿服务内容之一。 

因为严格的闭环管理，当防寒、防疫、食品等各类物资源源不断从

环外运进环内时，姜萌最忙碌的时刻开始了。 

4 名志愿者承担近 2000 人的物资分发，姜萌说最初听到任务的感

觉是“难以置信地惊讶”。“我们根据个人需要和统计，将暖贴、口罩、

面包、泡面等物资分送至每个人的宿舍门外。”姜萌说。 



因为物资是分批运进环内的，分发物资的过程令姜萌感觉就像“无

限循环”。但相比事无巨细的脑力校对和来回往复的脚力奔波，姜萌更

能体会到从基础保障冬奥赛事顺利运行的责任感和重要性。 

1 月 31 日，除夕，这是姜萌离家在外过的第二个春节。从早上 7 点

半到晚上 7 点半，这一天 12 个小时里，统计全场馆考勤信息、物资供

应商信息、清点库房物资数量、分发所需物资，姜萌度过了充实而忙碌

的一个除夕。 

在回宿舍的路上，姜萌捧着一杯热奶茶，疲惫又轻松，“路上和家

人视频，父母看出我因在外过年而表现出的小失落，更多鼓励我珍视身

为一名志愿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2 月 4 日冬奥会开始后，姜萌的志愿服务岗位在滑雪大跳台赛场，

这是无限接近苏翊鸣、谷爱凌等中国冰雪健儿的地方。虽近在咫尺，但

因忙于拷贝、打印比赛成绩等志愿服务工作，姜萌未能见到心中的偶像。 

“我们总是听着场内的欢呼呐喊，而后在略延时的播报中看到中国

冰雪健儿的佳绩，再一起欢呼雀跃。”姜萌说。 

同样近在咫尺而见不到赛场风云的还有志愿者王壮。他的服务岗位

在滑雪大跳台的中控室，时刻从监视屏幕上注视大跳台斜行电梯“上上

下下”是王壮的任务之一。 



高 45 米、长 170 余米的滑雪大跳台因其外形而被志愿者称为“高

跟鞋”，一部斜梯立作鞋跟，承载着裁判和运动员上下跳台。 

在 7 天比赛期间，王壮全神贯注紧盯斜梯，保障斜梯安全、顺畅运

行。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岗位，一旦斜梯发生故障，可以在第一时间启

动响应，将危机解除在初现时刻。 

“因为运动员都穿着厚实的运动服，根本分辨不出是谁。”王壮说。

赛场上沸腾的声音一浪浪传来，“我在赛场听冬奥”背后的默默奉献，

正是对他们志愿服务工作的最好诠释。 

向外宾展示中国青年志愿者形象 

因为与工作时间有冲突，志愿者丁子琪没能成为北京冬奥会环内志

愿者，这令她颇感遗憾。 

2018 年 3 月入职首钢集团后不久，丁子琪就成了首钢青年志愿服

务总队的一员。4 年多来，丁子琪参与过近 200 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对

她而言，承担最多的是外语志愿服务。 

从 2018 年 6 月首钢青年外语志愿服务队成立至今，丁子琪一直担

任队长。目前 75 人的队伍，运用英、日、韩、西 4 种语言。丁子琪说，

外语志愿服务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各大赛事活动储备外语志愿服务力

量。 



在首钢，外语志愿服务是一项重要内容。2019 年 12 月的沸雪世界

杯、2021 年 6 月的“驻京使节走进首钢园”活动、2021 年 7 月的外国

留学生参观首钢园活动、2021 年 9 月的拉美外交官参观首钢园活动等，

都是由首钢外语志愿者服务的。 

在丁子琪看来，直接面向外方嘉宾，更要注重展示中国青年志愿者

的自信与阳光。 

因而每次志愿服务活动前，丁子琪都会查阅历史资料、向志愿者前

辈请教、与园区负责同事讨论沟通，准备一份详实的中英文双语讲稿，

并提前走访点位，将稿件内容背诵熟悉。 

“首钢园区面积较大，各个点位参观视角不同，例如在高线公园，

有一条较长的观光栈道，会途经首钢很多标志性建筑，我会提前踩点，

寻找适合的讲解位置。”丁子琪说。 

为了让外方嘉宾更能直观感受滑雪大跳台的外号“高跟鞋”的由来，

丁子琪特意挑选大跳台侧面位置来介绍其设计思路和形状外观，在大跳

台正面位置让嘉宾直观感受其高度和坡度。 

因为路线较长，单程彩排下来，往往需要走上两个小时，而这样的

模拟讲解需要来回三四次，才算告一段落。 

丁子琪希望做到胸有成竹，也会面临突发考验。1959 年竣工投产的

三高炉，如今已改造为首钢博物馆，并保留了 3 号高炉主体高炉部分、



热风炉、重力除尘器和干法除尘器等核心工业构筑物，最大限度保留了

高炉原有结构和外部风貌。 

“外方嘉宾对首钢改造的理念非常好奇，经常会询问为什么不拆除

原有建筑，或者直接重建？我都会解答‘从保持原有风貌、价格因素等

方面进行考虑改造’，而且改造过程中会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丁

子琪说。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面对各种志愿服务任务，丁子琪说他们的功

夫都用在平时。作为队长，丁子琪常态化组织线上英语学习打卡活动，

队员可按照自身兴趣，在单词、口语、阅读、听力、语法 5 个维度，全

方位提升英语水平，以每日打卡、每月总结的方式，养成每日学习英语

的习惯，以此为基础，在需要提供外语志愿服务时，随时派出最合适的

志愿者，达到优质志愿服务效果。 

“走出去”的志愿服务 

在首钢，志愿服务不仅是“迎进来”，也要“走出去”。 

从 2013 年起的每个 4 月 2 日，首钢青年志愿者都会走进位于北京

市石景山区的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孤

独症儿童。 

2019 年 4 月 2 日，第一次走近孤独症儿童时，志愿者刘子溪称自

己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满是心疼。 



“孩子们坐在那里，对我们的招呼没有反馈，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

的世界里。”刘子溪说。 

那天，志愿者为孩子们表演节目、手把手教他们剪纸画，希望与孩

子们建立起眼神联系和语言沟通，但这并非易事。刘子溪说，从那时起，

他们希望这个群体受到更多关注。 

2021 年 4 月 2 日，首钢青年志愿者联合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举办

了一场骑行宣传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孤独症群体。 

在古城、八角游乐园等地铁站，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传单、介绍

孤独症特殊群体，尽一己之力。 

在每年 4 月 2 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首钢青年志愿者都会一如既往

前往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为孤独症孩子送去精心准备的礼物，与他们

一起做游戏。 

追溯过往，首钢成立超过百年，首钢志愿服务恰逢 40 年。首钢集

团团委书记毕鲁博说，首钢青年志愿服务组织，最早发端于 1982 年 3

月成立的首钢团委学雷锋小组，2021 年 6 月正式更名为首钢青年志愿

服务总队。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摆摊义务为群众理发、修车，到新时代参加国

家重要活动服务保障，40 年来，一代代首钢青年用青春和热情接续奋

斗，以志愿服务奉献社会，先后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上



海世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活动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并常态化参与属地疫情防控、关爱

孤寡老人、社区便民利民等志愿服务工作。 

岁序更迭，精神传续。在首钢，一身“志愿蓝”所代表的志愿服务

精神传承了 40 年，诠释更加丰富多彩的答案，在今天显得更加热情、

自信且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