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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青春的名义 践行志愿者的誓言

———第六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志愿服务素描

相对于怀川大地涌动的蔚为壮观的国际

太极之潮，他们只是风儿；相对于赛场上斩金

获银、 风采无限的太极拳选手， 他们甘做绿

叶。第六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志

愿者，是他们共同的响亮名字。 大赛期间，我

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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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志愿者以微

笑、热情、贴心、专业的服务，礼貌接待八方游

客，悉心服务四海嘉宾，为焦作赢得了掌声、

赢得了赞誉。 志愿者们发自内心的微笑成为

焦作最好的名片。

当你在为找寻赛事场馆左冲右撞、 徘徊

不定时，志愿者过来了；当你正在为语言交流

不畅“手舞足蹈”时，志愿者来了；当你身体不

适难受时， 志愿者来了……无处不在的志愿

服务，构成了第六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

流大赛的一大特色。他们身着印有“云台宝宝

青青”图案的服装，明亮的蓝白色成为太极拳

大赛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大赛已经结束了，但志愿服务没有结束。

去年全市开展了 “志愿服务市长奖” 评比活

动，评选出金、银、铜奖等一大批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为了进一步扶持这些项目发展，今年

我市将依托这些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联合云

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全市建立一批志愿

服务基站。 基站将使志愿者与志愿服务项目

实现有效对接，截至目前，首批将在全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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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级志愿服务示范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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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站。大

赛期间所有志愿服务站已面向市民提供咨

询、医疗、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 赛后这些站

点依然会根据自身特点持续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此次大赛，我市的

志愿服务事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不断扩

大志愿者队伍的规模， 建立了社会公众日常

参与志愿服务的机制， 使志愿服务成为一种

在全社会普及开来的生活方式， 从而推动和

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 志愿者们功不可

没。 近日记者走近他们， 采撷几朵志愿者之

花，感受他们别样精彩的人生。

梁斐斐：

从城管走出的礼仪之花

本报记者 李光远 实习生 杜 笠

她，多次出现在太极拳大赛颁奖时；她，是本次大赛的

礼仪之花。她，就是来自沁阳市城市管理局监察大队的梁斐

斐。

初见梁斐斐，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温婉大方，跟我们聊

起了她热心的志愿活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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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梁斐斐大学毕业后就

成为城管队员。她说，她所在的城管大队队长看到太极拳大

赛礼仪招聘后，一再推荐鼓励她去参加，她就鼓足勇气来报

名。可初到焦作，住宿成了她很头疼的事。为了方便训练，她

在体育局附近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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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租了间房子，没电扇，没热水，当

拖着训练一天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时， 闷热难耐。 尽管如

此，她每天凌晨四点一定准时来到训练场地，帮其他队友化

妆，每天重复着训练站、走、微笑、端盘、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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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走秀等每

一个动作，力求在比赛中，为选手和观众展示焦作的精神面

貌。 礼仪队是众多志愿者队伍中训练最长的，一个微笑，一

个点头，一个手势，一个姿态，都体现着焦作的热情和太极

拳的文化。

梁斐斐告诉记者，赛事开始的前几天一直下雨，但礼仪

队没有一个人放弃训练。 那天，由于雨天路滑，她摔倒在台

上，但光着脚继续练习，用毅力与坚持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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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志愿服

务工作。从这个女孩坚定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一场如此规

模宏大的赛事背后， 那些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们的艰辛和顽

强。

当问到她参加太极拳大赛志愿者的理由时， 她说：“太

极拳大赛是焦作的一件大事， 每一个焦作人都应该为大赛

直接或间接地作点贡献。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世界进一

步认识焦作，了解太极拳。同时，我也希望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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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的收

获带到工作中去，给沁阳城管带来一股文明、礼貌的执法之

风。 ”

“前几届大赛由于没有招募到会西班牙语的志愿者，给

赛事组织带来了不便。 今年，他们几个的到来，解决了这个

问题，仝菲就是其中一员。 ”负责第六届中国·焦作国际太

极拳交流大赛志愿者招募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仝菲，这个目前就读于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旅游专业

三年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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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焦作姑娘，说话间脸上常挂甜甜的微笑，看

上去热情、朴素而大方，在得知大赛缺少像她这样的志愿

者时，决然返回故乡，成为一名赛场翻译志愿者。

真正让仝菲真切感受到此次参赛的自身价值，是赛事

期间的几段小插曲。 大赛开幕式当晚，参加完赛事欢迎宴

会的西班牙团客人回到宾馆后发现随身携带的

3

个袋子

不见了，里面放的是太极拳大师王西安给的学习太极拳的

材料，这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得知情况的仝菲立即和迎

宾馆取得了联系，最终找到了物品，送到客人下榻的酒店

时已是深夜。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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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几位来自西班牙的太极拳参

赛者因为误了火车， 错过了大赛检录时间和第一天的比

赛。 仝菲得到消息后，忙里忙外，为客人拿物品，帮助他们

去同总裁判长协调参赛事宜，终于使来自远方的客人如愿

参赛。 那一刻，仝菲心里甜滋滋的。 在采访中，恰遇那几位

西班牙朋友，看到他们相遇的热络，临别的相拥，可以看出

几天来的接触，彼此间已是朋友。 对仝菲来说，有选择就有

放弃。 在此之前，仝菲并没有回国的打算，如果没有不当大

赛志愿者，她今年暑期也许别有一番趣味，或者留在当地

勤工俭学，或者去德国、法国旅游。 “能成为一名焦作国际

太极拳交流大赛的志愿者，是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 ”仝菲

说。

“虽然琐碎、 虽然有时候很累， 但想到能用自己热情

周到的服务， 减轻外国朋友对焦作的陌生感， 为中华民

族的传统武术太极拳的国际交流作些贡献 ， 真的很幸

福。” 仝菲坦言。

张伟：

爱太极练太极传太极

本报记者 李光远 实习生 杜 笠

陈式太极的第二十代传人、 陈小星的入室弟

子、北京工商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第六届中国·焦

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赛事志愿者……几重身份

交织在年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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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方脸的焦作小伙张伟身上。

“我自小就喜欢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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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拳龄，上大学时

成为陈式太极入室弟子， 以前暑假只是看台上的

观众， 今天加入到赛事志愿者的行列， 为大赛服

务，为太极拳的国际传播尽心尽力，累并快乐着。”

张伟说。 作为这样大型的国际赛事的志愿者，对

张伟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大学他也曾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志愿者协会， 到社区做志愿者， 为在国

家图书馆、 国家科技馆召开的研讨会当过引导

员。 他热爱太极拳， 太极拳在他的生活里是不可

分割的重要部分。 在学校， 他发起成立了太极拳

协会， 教有兴趣的同学习拳， 在学校的晚会上展

示太极之美， 这些都为他的学习生涯添了几抹亮

丽色彩。 其实， 这个暑假对于已经读研二的张伟

来说， 最为宝贵， 一方面面临毕业论文的撰写，

一方面要为下半年的实习作准备， 而做太极拳交

流大赛的志愿者所占据的大量时间已无法挽回。

“我不后悔， 发扬太极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伟说的平淡而坚定。 自从回来做太极拳交流大

赛的志愿者， 张伟一直忙个不停， 为大赛作材料

翻译， 爬高上低的布置会场。 “担水劈材皆是修

行。能在这样的国际赛事做志愿者，了解赛事的组

织方式， 还能同那么多同样优秀的其他志愿者一

同交流， 学习他们的长处， 对自己也是很好的锻

炼。 ”张伟说。 除了这些，与大赛作深入接触的张

伟，看到了太极拳对于焦作乃至中国，在国际文化

交流方面的极大魅力。 “我今后一定会练好太极

拳，为传播太极拳、传播中国传统的武术精神竭尽

所能。 ”张伟表示。

王旭：

服务大赛不言累

本报记者 聂 楠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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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王旭与记者如约相见。 身高

1.8

米的帅小伙眼神中却略显疲惫。问及原因得知，开

赛以来王旭每天要工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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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 “我参加过

大小数十次志愿者活动， 但从未在家乡的土地上

服务过。在这次太极拳交流大赛上，我要为家乡多

作些贡献。 ”

王旭，温县人，现就读于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 大学期间，先后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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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志愿者

服务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本次活动， 王旭作为节目主持人加入了志愿

者队伍。虽说太极拳交流大赛开幕式时间不长，但

算上王旭所做的前期筹备工作， 他已经连续工作

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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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 他的时间基本上分为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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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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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始接洽参加晚上节目的人员，初步沟通节

目细节；下午

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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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起，到现场确定节目、编写

串词、剪切音乐、安排出场顺序，时常还要将一些

材料翻译成英文，以方便与台下的国际友人交流；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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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目正式开始。 一天下来，当他托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时已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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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了。

“在我独立主持节目的经历中，遇到这么大的

场面还是头一次。 节目刚开始给我带来了不小的

压力，好在稍加调整就放松了心情，重新挥洒自如

了。 ”作为青年人，王旭挥洒着激情。

导

言

仝菲：

甘做太极交流的桥梁

本报记者 李光远 实习生 杜 笠

在市体育中心门口，志愿者在摆放隔离护栏。

赛场外，志愿者跟俄罗斯参赛队员学练太极拳。

在市体育中心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为参赛选手指路。

领奖处，志愿者在认真地摆放奖牌。

一丝不苟地做好安保工作。

忙碌的大赛报名处。

志愿者服务站。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赵林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