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主新闻中心众多的媒体服务柜

台里，有一个柜台只要一开放，前面就

总会排起或长或短的队伍。 传说中东

京出租车的收费价格就算不是幻觉就

是由这个柜台来派发的。

前面提过， 东京出租车的收费价

格之高，就算不是冠绝全球，那也是全

球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 根据东京奥

运会的防疫规定， 在入境日本的前14

天里， 海外记者不可以用公共交通的

方式出行。如果想打出租车，也只能打

奥运专用出租车。这回，出租车优惠券

的免费派发， 就是为了对有此需求的

记者给予一定补贴， 同时也是拉动消

费的举措。

每张出租车优惠券的票面价值是

一万日元， 每一位奥运注册记者都可

以凭证件领取到14张优惠券， 每次打

车限使用一张， 超出这一额度的费用

由打车者自行支付。

薅羊毛，一时爽，不过在具体使用

的问题上，还是得保持理性态度。以我

非常有限的东京打车经验来说， 这里

出租车的收费标准之贵， 可能是上海

的八倍甚至更多 （经验有限， 说错勿

怪）。官方酒店、主新闻中心、各个比赛

场馆，它们之间的距离有长有短。如果

想在东京范围内较长距离的两点上进

行快捷转场， 那这一万日元的优惠额

度也就只是一个小安慰了。

更何况，按照媒体手册上的说明，

所有奥运专用出租车都需提前预约，

想要即时即刻地打车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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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了为期三天的酒店隔离后，我终于在昨天开启了东京新

“副本”———可以搭官方班车去本届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了。 这意

味着我的活动空间变大了，可以更方便地开展工作，同时也能

去体验更多的奥运氛围以及“买买买”了。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官方班车———毫无存在感的“生命线”
由于官方班车时刻表仍在悄悄调整中的缘

故， 所以我是在寻寻觅觅了1小时40分钟之后，

才终于上了车。

据事后了解， 并不是每一个班车点都有标

志和志愿者的指引。不凑巧，我所住酒店附近的

那个班车点就属于特别没有存在感的那类。 不

过，在有了第一次的路线适应后，此后应该会顺

利一些。

根据日本政府的防疫规定，海外媒体在入

境日本后的前14天都应处在“防御泡泡”里。 即

无论是去主新闻中心， 还是去各个比赛场馆，

我们的交通工具只能是官方班车或奥运专用

出租车。 考虑到东京出租车价格之贵可谓举世

闻名， 所以班车才是广大记者出行的 “生命

线”。

主新闻中心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目前的班车时刻表还处于调整状态， 所以

班次时刻不准的情况，只能先请大家谅解。 等到

奥运会正式开幕后， 他们有信心班车系统能够

更顺畅地运行起来。

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必须抱有期待。 在暂

时无法通过公共交通来达成不同场馆间转移的

情况下， 错过一辆班车就有可能意味着之后环

环皆错， 令记者对某一场重点赛事的报道计划

直接泡汤。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的日子， 在此

我也非常期待之后的报道计划能够更加顺利。

哪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

下， 东京奥运会也仍旧是世界人民的

相聚舞台。不过，对于五湖四海聚一堂

的这份感受， 只有来到主新闻中心后

才会有扑面袭来之感。

我所搭乘的那辆班车， 它的入座

率大约是50%。 不过，在由班车转到短

驳车 （负责从班车枢纽到主新闻中心

的最后一公里交通）后，那就开始有点

人挤人了。 当多个语种在同一个小空

间里出现时， 环顾四周然后紧一紧口

罩，这成了我最自然的动作。 幸好，起

码在这辆短驳车上， 大家佩戴口罩的

意识都比较到位。

略微忐忑的情绪只持续了一小会

儿，随处可见的免洗手消毒液、众多醒

目的防疫提示、 在被摆放时就特别调

整出安全距离的桌椅、 桌面上总可见

到的透明挡板……这些都能有效地让

人放下紧张。尤其，当视野中出现奥运

纪念品商店后， 大家有志一同的关注

就更能柔和气氛了。

在奥运纪念品商店门前的地面

上， 工作人员醒目地贴出了好多个一

米提醒的点位———这显然是一种方便

大家在门前排队等候的准备。

果然， 在上午开门时间10点前的

大约15分钟，商店门前就排起了队伍。

而在队列的旁边， 在奥运纪念品自动

贩卖机的显示屏上， 不少商品已显示

售罄，工作人员正准备补货。

出于防疫考虑， 纪念品商店进行

了限流管理。因为商店面积不大，所以

同时能在其中选购的顾客数基本控制

在十来位。可能是担心大家冲动消费，

所以在商店进门处， 会有工作人员指

着标志牌上的文字提醒，意思是“所售

商品概不退换”。

商店内， 有人边联系朋友边远程

商量着选购。商店外，队伍则是不见变

短，总有记者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

比起总是熙熙攘攘的奥运纪念品

商店， 同样能让人满足收藏与购买欲

望的， 还有设在主新闻中心内的邮政

服务点，这里排队的人就少多了。

不得不说，在商品包装这件事上，

日本人的功力可比巴西人深多了。 还

记得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 同样是设

在主新闻中心内的邮政服务点， 那儿

的奥运纪念邮票几乎都以零包装的形

式出售。

这回的邮政服务点， 则是对奥运

纪念邮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出售方

式。同样内容的三版邮票，精装套组是

每套一万日元，拆散零卖的话，则是每

一版2100日元 ， 集齐三版的总价是

6300日元。当然，就算你买的是零卖版

纪念邮票， 邮政服务点的工作人员也

会为你免费提供足够厚实的塑料封

套。

在走出酒店隔离的小范围、 来到

主新闻中心的大空间后， 对于能否在

之后几日顺利去到比赛场馆的这件

事，我心里其实没底。

在我和比赛场馆之间， 还隔着一

个新加出来的场馆预约系统。

东京奥运会不仅对常规的高需求

赛事的媒体入场有管控， 出于安全防

疫的考虑， 东京奥组委还新增了场馆

预约系统。 无论记者想去对哪一场比

赛进行现场报道，都得在系统上预约。

至于在完成预约后的多久才会得到答

复，目前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举例来说，记者在7月20日进行了

第一次的场馆预约， 涉及到前三个比

赛日的共计五个场馆。不过截至发稿，

记者的电邮中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作为一个刚诞生的预约系统，它

肯定会经历一个慢慢适应、 慢慢上路

的过程。 在此，我只能为系统默念“加

油”，希望它能在近两天里赶紧进入正

常服务状态。 真是拜托啦！

奥运纪念品 点燃“买买买”热情

14万日元免费领！谁能薅下奥运羊毛？

想去比赛场馆？
先求求预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