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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尤 强 李 静

凌晨 3 点，1986 年出生的江苏苏州胥口

小 伙 沈 麒 关 掉 只 响 了 一 下 的 闹 钟 ， 轻 轻 起

身，生怕打扰熟睡的妻子李恒。

洗漱完毕后，他就来到了苏州吴中区胥

口镇新峰村新麓片区的核酸检测点开展核酸

检测帐篷搭建等准备工作。

沈麒是新峰村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2
月 12 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沈麒没休

息过一天。每天凌晨 3 点起床、4 点到岗成

了他工作的常态。

今年 60 岁的朱培英是沈麒的母亲。每

天清晨，她都会和儿子一起参加志愿工作。

在安排好核酸检测点的事宜后，沈麒就和母

亲分头出发，骑着小车，挨家挨户地用“大

喇叭”宣传防疫知识，并引导居民们尽快参

加核酸检测。

“我和我妈穿着‘红马甲’，每天挨着村

子转。”让沈麒印象深刻的是，工作认真负

责的妈妈遇到人就会讲：“赶紧抽时间去做

核酸吧，做好防护！”

在进行宣传工作时，沈麒发现，村中有

不少村民将房子租给了外来租户。“一栋房

屋内可能有不少租户，情况较为复杂。”沈

麒一点也不敢马虎。他向每一户村民询问家

中租户的情况，并一一记录。

“ 我 已 经 快 成 村 子 里 的 ‘ 包 租 公 ’ 了 。

每一个租户租了多长时间、家中有几口人、

从哪里来⋯⋯我都一清二楚。”沈麒说。

沈麒性格开朗，这个朴实的汉子脸上常

常 挂 着 笑 容 。 其 实 ， 他 也 有 旁 人 难 知 的 辛

苦 。 沈 麒 有 两 个 儿 子 ， 老 大 10 岁 ， 老 二 6
岁，都是上学的年纪。年事已高的父亲最近

突发腰椎疾病，需要卧床静养，等待医院安

排手术。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并没有影响沈麒坚

持下去的决心。“我们是一家齐上阵，不仅

要齐上阵，我们还要跟疫情打‘车轮战’！”

沈 麒 的 妻 子 李 恒 今 年 34 岁 。 2008 年 ，

她进入胥口镇卫生院工作，如今已有 14 个

年头。此次疫情防控，她参与了全部的四轮

核酸检测工作。

每 天早上 6 点，李恒就要赶往位于吉祥

二村的核酸采样点，参加采样工作。她只能

看看熟睡的孩子，吻一吻他们的额头，就奔

赴到岗位上：“每天都见不着孩子，我回来

了，他们在睡觉。我出发的时候，他们也在

睡觉。”

可 是 ， 李 恒 每 天 面 对 最 多 的 也 是 孩

子 。 年 龄 偏 小 的 孩 子 对 于 核 酸 检 测 抗 拒 性

较强。

在 这 方 面 ， 李 恒 有 着 丰 富 的 经 验 。

“来，阿姨喂你吃棒棒糖！”“让阿姨看看你

嘴 巴 里 有 没 有 小 虫 子 呀 ！” 在 轻 松 的 氛 围

中，李恒手中的棉棒轻柔、快速地深入了孩

子们的口中。

四 轮 核 酸 检 测 下 来 ， 李 恒 听 到 最 多 的

就 是 感 谢 。“ 疫 情 结 束 以 后 ， 一 定 要 来 我

家 吃 饭 。” 淳 朴 的 村 民 用 他 们 自 己 的 方 式

表达。

当问及孩子和公公怎么办的时候，李恒

的声音稍显哽咽：“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

是他们，我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和儿媳的义

务 。”李恒介绍，婆婆朱培英也上了年纪，

村 里 每 天 只 安 排 她 进 行 几 个 小 时 的 志 愿 服

务。早上 9 点，朱培英就回到家中，开始照

顾孙子与丈夫。

最多的时候，李恒一天要为 2000 人做

核酸检测。回到家已是凌晨，她才有时间看

看老师发在家长群里的微信。

疫情发生后，学校进行线上授课，每日

的作业也改成了线上提交。朱培英对于网络

并不熟悉，两个孩 子 也 还 没 有 掌 握 操 作 方

法 。 好 在 学 校 老 师 主 动 关 心 这 些 抗 疫 一 线

志 愿 者 的 孩 子 的 学 习 情 况 ， 每 天 都 会 在 网

上 帮 助 孩 子 辅 导 功 课 ， 李 恒的发愁事儿也

解决了。

如今，让沈麒感到最幸福的是，这几轮

核酸检测下来，当地所有居民全是阴性。

苏州一家“三人组”和疫情“车轮战”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记者 刘世昕

当镜头扫过北京冬奥会的里里外外，那些忙

忙碌碌来往穿梭的人们都穿着志愿者的服装，但

其实，没准迎面走来的就是个当年的世界冠军，为

大家服务的就是过去的国家级教练，牛人如云藏

龙卧虎。为了让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成为“一届真

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有太多当年的英雄，放下

小我的光环和荣耀，为本届冬奥会倾注了所有的

精力和激情。

时隔 14 年，侴陶已经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

艺术体操团体银牌获得者，转身为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颁奖广场运行团队礼仪经理；林孟从短道速

滑 运 动 员 ，到 短 道 速 滑 世 界 杯（以下简称“世界
杯”）3000 米接力冠军，再到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项目运动员服务主管；李卫从中国场地自行车队

教练，跨界成为速度滑冰教练，他的队伍里有北京

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冠军高亭宇。

为摘金夺银而努力过的侴陶，每当五星红旗

在冬奥会颁奖广场升起时，依然会眼眶湿润。林孟

说，自己没有参加过冬奥会，这一次换了身份上

场，也算圆了冬奥梦。高亭宇比赛前，李卫和整个

团队几乎一夜没睡，把比赛的每个细节反复推敲，

只为夺金万无一失。

北京是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不同的双奥人

写下了不同的故事，成为精彩冬奥会的一个个生

动的注脚。

要把一切做得非常精细才能赢

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学院副院长李卫曾带

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参加北京、伦敦和里约奥运

会。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摘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

体竞速赛金牌，创造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项目的历

史，而在 6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李卫和团队助力高

亭宇，又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以教练的身份参加北京夏、冬奥运会，从自行车

跨界到速度滑冰，作为教练员，李卫最常说的一句话

是，“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为运动员助力”。

2019 年，李卫加盟北京体育大学后，成立了

运动减阻研究中心和力量-速度实验室，并加入

高亭宇的教练队伍。

速 度 滑 冰 500 米 就 是 冰 上 的“ 百 米 飞 人 大

战”，李卫说，这个速滑赛场上距离最短、也最不可

预测的项目，输赢就在千分之一秒，要把一切做得

非常精细才能赢，训练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至关重

要。

在为高亭宇安排训练时，李卫把“超速训练

法”和“三维姿态捕捉系统”运用到训练中。他解释

说，以三维姿态捕捉系统为例，就是对高亭宇的起

跑通过三维动作捕捉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及时

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要一帧一帧地研究，有时候就是千分之一秒

的差异。”李卫说，这样的工作几乎进行到了赛前

的最后一刻。尤其，在赛前热身阶段制订了详细的

工作方案，把每一分钟的工作内容都进行了细化，

并制订了突发事件预案。

回忆起当天决赛的情形，李卫说，“最后一组

刚起跑后，我就知道赢了”。

从台前到幕后，不变的是拼尽全力

北京冬奥会上跟着林孟的志愿者“赚”了。刚

进闭环时，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学院教师

林孟就给大家上了一次短道速滑的陆地体验课。

林孟说，做过专业运动员的经历，让她更清楚

应该为赛事做什么准备。每天给志愿者开早会时，

她也会普及一些短道速滑的专业知识，让志愿者更

了解甚至爱上这个项目，因为热爱，人们才能更懂

得欣赏，因为欣赏，志愿者才能更恰到好处地服务。

这是林孟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重大

体育赛事。作为运动员服务主管，林孟带领的团队

是和运动员、随队官员在训练和比赛中接触最多

的，会在运动员的更衣室、热身区和休息室这 3 个

区域提供志愿服务。

在这位世界杯冠军看来，希望通过自己的知

识和背景，让志愿者更好地体验到运动员比赛时

拼搏的品质和专注的精神。

中国冰雪运动底子薄、起步晚、训练场所少，

每个出了成绩的运动员都经历过太多的不容易。

林孟看向年轻运动员和教练员时，眼光里透着对

这项运动和事业的热爱和痴情。林孟说，本次冬奥会

的赛场上，不乏她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同事，“比

赛期间我不会去打扰他们，我也这样告诉我带的志

愿者们，一定给运动员一个最专注的环境准备比赛”。

同样从台前的运动员，转变为幕后的工作者，侴

陶说这是“不一样的辛苦”。做专业运动员的时候，只

需要在赛场上做最好的自己，但负责颁奖广场，就要

让全世界的运动员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周到。

侴陶的团队有 20 多名礼仪员，主要任务就是引

领运动员和颁奖嘉宾上下场。每次颁奖，侴陶都会站

在舞台一侧，随时关注颁奖仪式上的情况。当年，侴

陶就是因为严重的颈椎病退役的，老伤时时折磨着

她，但她在舞台的角落里也始终保持着挺拔的身姿，

因为“要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挺立的中国青年”。从领奖

台到颁奖台，侴陶说，拼尽全力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荣耀之后，又是一段新旅程

2 月 6 日晚，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2000 米接力

决赛中，中国队曲春雨、范可新、张雨婷、武大靖、任

子威获得中国队北京冬奥会首金。

回忆起那场比赛，林孟说，比自己比赛还紧张，根

本不敢看，知道夺冠的一刹那，眼泪就没绷住。当时，

脑海里全是他们备战的辛苦、训练的细节、满身的伤。

林孟说，2012 年拿到世界杯短道速滑冠军的时

候，她并没有哭，而这次看到战友和同事拿到接力赛

的冠军后，喜极而泣，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耀。

赛后，林孟带着所有志愿者，在休息区站成两排

迎接他们。林孟特意想了一句口号，带着志愿者一起

喊：“中国中国，首金摘得，短道速滑，还得中国”。

这位曾经的运动员说，这种来自国人的鼓励和

呐喊对运动员来说“特别有力量”。

对颁奖广场的工作人员侴陶来说，印象最深刻

的也是这枚中国队首金的获奖时刻。“他们都是我的

校友，也是冠军班的学弟学妹。”她说，自己当时还悄

悄对范可新说，“我是你的学姐。”

在为冬奥会工作的这段日子，侴陶说，经常会回

想起几乎快要忘记的运动生涯，“对于我而言，曾经

的那段日子还是非常引以为傲的。以后的人生会以

此激励自己，继续努力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有志愿者感叹：他们都拿到金牌银牌了，该有的

荣誉也都有了，其实完全可以躺平了。就像李卫，在

自行车项目已经获得了很多成绩，可以算功成名就

了，但国家需要他助力，他就来了，当了速度滑冰教

练，真是“荣誉看淡，不服就干”。

李卫说，面对奖牌，自己这次“更淡定了”。参加

了 4 次奥运会的李卫说，他发现，年轻的运动员也越

来越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奥运会只是人生的一个

小插曲，等奥运会结束了，还会去上学，还要工作，要

重新开始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对于这几位运动员教练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升国旗唱国歌”，这种最朴素的感情，让他们觉得在

闭环里忙忙碌碌的幕后工作，也是人生闪亮的时刻。

“参加完北京冬奥会，回头看 2008 年的奥运会，

最大的感受是祖国更强大了，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更

有活力了。运动员的衣服变了，赛场上的科技越来越

厉害了，大家的心态也不一样了。”李卫说，“2008 年

的北京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中国，而这次，中国人在

世界面前更自信了。”

当年为国摘金夺银，如今为北京冬奥做什么都甘心

闭环里的卧虎藏龙

团峰峰矿区委作为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全国县级试点地区，通过实施
服务青年发展的项目、出台促进青年
发展的政策，建设了青年发展友好型
城区。通过一系列聚青阵地的落成，
为本区青年的全方位需求保驾护航。
围绕青年“急难愁盼”，针对“痛
点”“难点”“堵点”下苦功。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团峰峰矿区委将继续研
究出台有利于青年发展的相关政策，
协调解决青年最关心关注的实事项
目，提升青年在城市中的获得感，推动

“美丽峰峰青春之城”建设，让峰峰对青
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峰峰更有为。

共青团湖北省

天门市委

副书记 彭婉

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以来，
团天门市委在提升引领实效、增强组
织活力、完善社会功能上不断下功
夫，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全体团
干部主动增强学习意识、创新意识、
拼搏意识，不断提高服务中心大局
本领，为天门市“融入城市圈、建设
示范区、晋升百强县”积极贡献青春
力量。

共 青 团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峰峰矿

区委书记 康璇

左上：林孟作为短道速滑运动员参加 2012 年短道速滑世界杯比赛。右上:2022 年北京冬奥会，林孟，短道速滑项目运动员服务主管。

左中:李卫作为教练员参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右中:2022 北京冬奥会，李卫，速度滑冰教练员。

左下:侴陶作为艺术体操运动员参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右下:2022 北京冬奥会，侴陶，北京颁奖广场运行团队礼仪经理。 受访者供图

沈 麒 骑 着 车 在

路上。

吴少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