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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达，准备好迎接高难度挑战

?马， 迎来送往，年
复一年 。 不变的是 ，在
42.195公里的赛道?，志
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似乎
总是无处不在。在为选手
们服务时，他们共享着同
一个响亮的名字———“小
马达”。 如今，随着2020

?马启幕之期的愈加临
近，他们也做好了迎接更
高难度挑战的准备。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小马达 口罩后的微笑，2020和衷共济
更高难度，难在哪儿？毫无疑问，

答案就落在安全防疫上。据记者了解，
今年“小马达”的人员构成较过去几年
有所不同，除了24位志愿者服务经验
丰富、拥有职场背景的领队外，别的志
愿者都是来自沪上高校的学子。
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上海

东浩兰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瑾表示，今年暂停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为的是尽可能提高“小马达”团队整体
的安全系数。“相比起职场人士，大学
生的日常活动范围相对更固定，人员
接触相对也会简单一些。所以，考虑到

防疫需求，我们这次没有招募社会志
愿者。等来年情况恢复了，上马会非常
欢迎他们‘回家’。”
今年上马，选手人数不足上届的

三成，为9000人，但为了安全防疫与
确保赛事服务质量，“小马达”的总人
数并没有多少缩水，还是达到3872
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
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
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上海杉达学院
的学生们将肩负起这次服务上马的重
任。

从岗位设置来看，这次在起点新
增了专门负责“社交距离管理”的志愿
者。不过，在裁判与志愿者的赛前培训
现场，他们已经达成默契：只要看到有
人未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他们都会上
前提醒。“专门岗位的设置很有必要，
但仅仅靠那个岗位的志愿者去管理，
可能还是不够的。只要看见了就人人
有责。”一位裁判代表如此说道。

每年上马，“小马达”们的服务和
笑容总会赢得选手点赞。不过大家都
知道，此番情况有些特殊，为了安全防
疫，“小马达”在为本届上马服务的全

程中，都将佩戴口罩。一定程度上，他
们的工作难度会因此加码。除了长时
间佩戴所造成的不适感外，口罩会遮
挡住他们的笑容和表情，还会模糊他
们的声音。
“如果想要让选手们感到如以往

般的亲切，我们可能就要在服务时更
加积极主动。还有讲话的音量，戴口罩
后声音会变闷，在比赛现场容易听不
清楚，这点我们也要更加注意。”不少
学生都表达了要迎难而上的决心。

作为一名“小马达”，你会在一届
上马中为多少选手服务？这个问题，很
可能谁都答不精确，总之回答“很多”
总没错。在这种“1对n”的服务关系中，
无论是选手还是志愿者，组委会都要
尽力确保他们的安全。
“工作时请大家全程佩戴一次性

医用口罩和手套，尤其是那些与选手

会有物件接触的岗位，比如在终点分
发毛巾、拖鞋的志愿者，如果你们与选
手有了肢体接触，为了安全，请一定给
自己及时消毒。在服务选手的同时，也
请保护好自己。”在岗前动员时，组委
会工作人员将安全提醒置于重中之
重。
另外，办赛过程中的食品安全也

被更加重视。此次，无论是沿途的能量
补给站还是饮水站，食物和水都将以
独立包装的形式提供给选手。同样的，
裁判与“小马达”们的工作餐，也会是
独立包装的食物和饮用水。另外，为避
免不必要的聚集，他们在用餐时也会
采用分区域、分批次的做法。

多了佩戴口罩的要求，自然也就

会多出口罩如何丢弃的问题。按规定，
使用后的口罩需丢弃在专门的口罩垃
圾桶或垃圾袋内。以起点为例，由于选
手们会在正式出发前摘下口罩，这时
候他们可以选择将用过的口罩丢弃到
起点处的专用垃圾桶，也可以把它套
在手臂上，在沿途或等到终点再丢弃。

在20多位志愿者领队的手机里，
近日有两个微信群尤为活跃，一个是
刚建不久的服务本届上马的领队工作
群，另一个存在的时间更长，也更固
定，群名叫“我在上马使命必达”。在没
有比赛的时候，因参与赛事志愿者服
务而相熟的领队们，常会在第二个微
信群里交流信息。
“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有往年服

务过上马的社会志愿者来打听情况

了，他们都很想为上马继续出一份
力。”领队陆骁歆说。相同的询问，相同
的热忱，几乎每一位领队都遇上过这
样的情况。
由于今年的情况很特殊，上马组

委会在社会志愿者的招募上采用了格
外谨慎的态度，最后仅保留了其中20
多位经验丰富的领队。在得到确切通
知后，领队们马上就把消息分享给了
与自己合作过的社会志愿者。“大家有

遗憾，这是肯定的，但更多的还是祝
福。很多人都说，等明年疫情过去后，
要继续来为上马做志愿服务。”领队陆
芸珊介绍道。

为了能结合防疫背景更好地为选
手们提供服务，组委会对上马的志愿
者岗位设置进行了调整。其中，最明显
的变化就是加强了对起点引导和终点
引导的人员配置和岗前培训。
“马拉松比赛的起点和终点，都是

容易发生选手滞留和聚集的地方。往
年的起点引导和终点引导，主要是负
责引导、疏导选手和帮忙回答一些问
题。今年的话，其实是多了安全社交距
离维护的内容，要反复提醒大家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从工作量和工作重要
性上来说，变得更吃重了。”此番，陆芸
珊就将带着她的“小马达”队员们，在
起点引导的岗位上为选手们提供服
务。

志愿者的岗位分布于42.195公里
的起点、终点与沿途，他们的收工时间
会视具体岗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
如，当全部选手都起跑出发后，服务于
起点的志愿者在完成收尾工作后，便
可收工。但对年年为上马提供志愿服
务的20多位领队来说，除了做好本岗
位工作外，他们还有另一项默契：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去支援终点的志愿
者服务。
“今年终点换到西岸艺术中心了，

谁研究过那边的路线情况吗？方便我
们转场过去吗？”在领队们的微信群
里，他们早一两个星期就讨论起了这
个问题。
组委会并不会给志愿者安排多个

点位的工作，他们想去支援终点，完全
是出于一片热忱。“大学生志愿者在结
束服务后通常会搭班车返回学校，但
我们在比赛日那天都是有空的。在有
空也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去支
援终点那里的志愿者，也想去为选手
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做过终点志愿者
服务的人都知道，终点那里的压力向
来比较大，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多一
个人多一份力量，这都是自发的行
动。”领队吴恺人介绍道。
因为平日里是一名教师，领队吴

恺人就成了其他领队口中的“吴老
师”。本届上马，他负责的是取衣岗位，
所以便不需要转场，而是会在终点那
里等着伙伴们去会合。吴恺人告诉记
者，为了让选手完赛后在终点少聚集、
少逗留，今年的取衣环节会进一步提
高效率。
“据我了解，西岸艺术中心那里可

以用作赛后服务的场馆面积是比较充
足的，我们可能会通过多小组、流水式
的配合，来减少选手取衣时排队等候
的时间。”在做好取衣服务的同时，吴
恺人表示他们也会按规定保持室内通
风。“尽可能确保选手们在完赛后都戴
好口罩，同时我们也做好场馆内的通
风。这样一来，当选手们从室外环境进
入室内环境后，他们仍旧处在一个比
较安全的状态。”

相约终点见
仍是他们的默契

人未到心意至 期待来年再为上马服务

将安全置于重中之重 把预案做到细枝末节

今年，志愿者的微笑将在口罩后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