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奥运会一种交流世界各地文
化的方式，交换pin（徽章）是不少参赛
选手热衷的爱好之一，包括中国乒乓
球队的孙颖莎、中国体操队的管晨辰
等运动员都曾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过
对个别徽章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金亦卫所在的主

媒体中心是交换徽章的热门场所，除
了各国和地区体育代表团的徽章之
外，那里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媒
体的稀有徽章，“我之前通过中国志愿
者群了解到了这样一种文化，自己就
从京都带了一些，然后在媒体中心和
大家进行交换。”据了解，金亦卫一共
收集了近100枚不同样式的徽章，可谓
是主媒体中心的“徽章达人”，其中他
最喜爱的就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徽
章，“能够在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的服务
工作中，收获这样的一枚徽章，感觉非
常荣幸，也非常有纪念价值。”
在交换徽章的同时，金亦卫感受

到了特殊时期下，人与人之间传递的

温暖，“回顾在东京做志愿者的日子，
收获最多的就是，遇到了许许多多有
趣的灵魂。”东京奥运会闭幕的这天，
他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写道：“大家在疫
情下克服种种困难，在同一个地方面
对面相聚，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真的
很高兴能够认识这么多的朋友。”
发自内心对奥运会的向往，让金亦

卫成为了志愿者团队的一员。事实上，
像金亦卫这样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并不
在少数。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每名
中国留学生志愿者都是其他国家了解
中国青年的一扇窗口，也是一张代表国
家的“名片”，他们在不同的比赛场馆，
用不同的方式，为奥运助力的同时，在
世界面前展示中国年轻人的风采，“大
家会在群里一起帮忙回答不同的疑问，
还乐于分享参加志愿服务的经历和感
受，有的会说今天见到了中国乒乓球
队，有的会通报中国女排来训练了。每
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但只要有中国队
参加的比赛，大家一定会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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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职场新人 请假志愿奥运

“我尤其要感谢志
愿者，你们让一切成为
可能。 ”在东京奥运会
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特意用日语
表达了对志愿者们的
感谢 。 在17天的时间
里，这群活跃在不同赛
场的“蓝精灵”，成为这
届特殊奥林匹克盛会
中一道不可忽视的风
景线，来自上海的金亦
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2018年9月份，在日本京都留学读
研的金亦卫报名了东京奥运会志愿
者。作为一名热爱体育运动的男生，成
为一名奥运志愿者早已是他留学计划
中的一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2019年4月份，金亦卫得到了参加面试
的机会，“上午是一个小组活动，下午
是面试。对方会根据我们的小组活动
以及面试时候的表现，决定我们适合
担任怎样的角色。”据金亦卫回忆，在
填写的报名信息中，除了语言、志愿者
经历以外，可以申请自己有意向服务
的场馆，而热衷于乒乓球和羽毛球的
他，把两个项目的比赛场馆列为了自
己的第一选项。

在正式成为一名东京奥运会志愿
者之前，金亦卫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
参加过一些志愿者活动，包括在滴水
湖、上海科技馆等进行的活动，这不仅
锻炼了他胆大心细的品质，更让他学会
了如何成为一名志愿者小组中的领导
者，“2019年7月份，在负责人的带领下
前往奥运场馆参加了第一次培训，了解
到了自己的岗位，参加了小组长的培
训。”未曾料想的是，这次培训成为了金
亦卫参加的为数不多的线下培训，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年初的暴发，所
有的志愿者培训都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无实物的情况下
去了解整个服务场馆的内容。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金亦卫的奥

运志愿者之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
号。在东京奥运会没有推迟的前提下，
完成学业的他可以在没有任何压力的
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到奥运会，以及残
奥会的志愿者服务中，但随着赛事的
的延期举办，一切都成为了未知数，
“因为正好是毕业了，当时还不清楚自
己会在哪里工作。如果奥运会的赛程
与自己工作冲突的话，就比较麻烦，不
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据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

郎透露，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
有超过一万名原计划参加志愿者服务
的人员选择退出，占到总志愿者人数
的八分之一。2021年3月份，东京奥组
委官方宣布，不接待境外观众以及境
外志愿者，而已经成为京都一名职场
新人的金亦卫则收到了一份邮件，“具
体是询问我是否会继续参加东京奥运
会的志愿者服务，临近开幕式的时候，
又有一次最终的确认。”

东京不断上升的新冠肺炎确诊人
数，以及自身繁琐的工作，让金亦卫直
到开幕式前一周才下定决心，从京都
乘坐两个半小时的新干线，前往东京，
“自己一直在纠结，确实会牵扯到很多
方面。”
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和领导请假，

另一方面是疫情变化很大，甚至听说
奥运会都有可能会临取消。”参加奥运
会的志愿者服务，对金亦卫而言是一
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的
父母不禁会因为东京的疫情而感到担
忧，“因为我还没有打疫苗，所以父母
最初的确是非常担心，但自己沟通下
来，他们也都表示了理解。我也是充分
地做好防护，最后去到了东京。”
7月17日，金亦卫正式开始了自己

的志愿者工作。虽然最中意的服务地
点是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比赛场馆，但

他最终被安排在了主媒体中心的访客
卡中心，主要负责为没有媒体权限的
访客填报信息。在经过东京奥组委和
国际奥委会的审核之后，为他们进行
pass卡的发放。
除此之外，金亦卫经常会被调往

主服务中心，为各国和地区记者解答
不同的疑问，“主要是关于核酸报告的
领取，以及媒体大巴的时间，当然也会
有些五花八门的问题，像哪里可以买
到啤酒，或者哪里可以剃头。”作为志
愿者，金亦卫有时还需要负责现场的
消杀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在五
到六个小时左右，“防疫工作是最基本
的，也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自己需要

一周做一次核酸检测。”
初次踏上自己的工作岗位，留给

金亦卫的感受是一头雾水。因为所有
的志愿者培训都在线上进行，这让他
在主媒体中心迷了路，“完全不知道路
线要怎么走，此前都是在网上看地图，
没有实地探访过。作为志愿者来说，不
知道如何去服务好各国和地区的媒
体，尤其是最初的几天，做的准备不是
特别充分，每天都在不断积累经验，不
断改进自己的服务质量。”金亦卫坦言
日本奥组委做事虽然事无巨细，但在
应对突发状况时，他们的变通会来得
滞后一些，“第一天上岗的时候，我们
知道的内容其实很少，包括整个场馆

的情况，以及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基
本上处于一筹莫展的情况。对我个人
而言，最初的志愿者工作是不满意的，
但也可以理解，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
奥组委的工作人员确实是无法顾及到
志愿者这一块。”

作为一届几乎是空场举办的奥运
会，各国和地区媒体的压力自然不言
而喻，而金亦卫所处的主新闻中心则
成为了除比赛场馆外最为重要的区
域，“在那里非常幸运的是，虽然时间
不长，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媒
体从业人员忙碌工作的样子。”金亦卫
笑称，有时可以在媒体中心看到各国
和地区媒体的“众生相”，“在那里看奥
运会可能比在场馆中更有感觉。大家
都分散在不同的屏幕面前，观看自己
国家的比赛，有的会振臂欢呼，有的会
遗憾失落，都是不同的心境。”

充满未知的东京之行

徽章达人金亦卫 用心传递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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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徽章

东京奥运主新闻中心有个上海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