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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赛会期间，运动员每天待得时间最长

的地方，除了运动场，一定就是运动员村。作为

第一届学青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运动员村是

提供服务保障时间最长的地方之一，共有2200

多名工作人员为运动员及随队工作人员倾心

服务、保障和运营。

为确保“零事故、零差错、零投诉”，运动员

村的全体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克服重重困难，

已经连续作战3个多月。正是有这些“背后英

雄”的默默付出，才有了学青会运动员们的“南

宁温馨家园”，让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在场上

争金夺银，绽放光芒。

截至11月8日20点，学青会运动员村共接待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42支运动队、11890名运动

员及随队工作人员，累计收到感谢信超过1000

封。这些情感诚挚的信笺，也承载着运动员对

村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肯定和感谢。

交通服务

让客人“快快乐乐来，安安全全走”

走进运动员村，除了宽阔平坦的大道、优

美舒适的环境、随处可见的学青会标志之外，

在期间忙碌穿梭的一辆辆摆渡车也格外引人

关注。运动员村为住村运动员、教练员和随行

工作人员提供摆渡车接送服务，服务时间从6

点一直持续到24点。运动员村内共设置两条环

线，分别为一号环线和二号环线，还设立了固

定站点，车辆按规定线路运行，发车频次约为3

至5分钟一趟。如有特殊需求，还可提供临时应

急服务。

苏妮是运动员村交通中心副主任，村内往

来穿梭的电瓶车全都离不开她和团队工作人

员的指挥调度。村内交通保障工作繁杂且琐

碎，清晨天没亮就出门，深夜待所有运动员都

入睡才结束，是苏妮入村以来的工作常态。

“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做

好运动员出入村交通保障，在运动队首次抵达

和赛事结束离村时，提供安检口至住宿楼栋口

的专车，包括行李车的抵离服务，并与村外交

通进行衔接。另一个则是村内两条环线的运

营，满足运动员村内出行需求，如出入餐厅、从

一号安检口前往赛场等。”苏妮介绍，虽然村内

的固定交通服务时间为6点至24点，但真正工

作起来常常没有定点，最早的一次，凌晨三四

点工作人员还忙碌在接驳的路上。

前几天，苏妮所在的交通中心刚刚得到一

面新锦旗，送锦旗的是重庆代表团。故事还要

追溯到开幕式当天。“那天重庆代表团乘坐的

动车晚点，赶不上大方阵的统一交通接驳，但

他们又是开幕式上的方阵队，所以非常着急。

后来我们与村外的交警、安保和交通等多部门

协调，为他们开启了绿色通道，派大巴车直接

从高铁站把他们接到了现场，成功赶上开幕

式。”收到锦旗，苏妮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很是开

心，因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目前，村内交通中心共有10名工作人员，

并配有98个驾驶员、40辆14座摆渡车。截至11

月8日，村内摆渡车已累计接送运输服务21447

趟次，累计运行约37963.6公里。苏妮说，她和小

伙伴们的愿望是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快

快乐乐来，安安全全走。“我们会继续用饱满的

热情坚持到最后，用心做好服务，直到把最后

一个人安全送出村。”

住宿服务

居民服务中心里的“小太阳”

作为参赛运动员们比赛期间的家，住宿

服务无疑是运动员村里最重要的服务保障内

容之一。据了解，村内共建有运动员公寓楼

30栋，能同时满足1万余人的住宿需求。公寓

式套房分为四人套、五人套等，每个套房内

还根据房型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在村期间，

运动员们按竞赛项目相对集中居住的方式统

筹分配。

为提供24小时的咨询服务，村内还设有2

个居民服务中心。如运动员遇到房卡丢失或无

房卡开门、房内设备报修、临时更换布草等情

况都可以联系居民服务中心。不仅如此，居民

服务中心还能提供生活相关物品借用服务及

免费提供棉签、包装绳、封口胶等小物件。

在居民服务中心，“小太阳”的名字在运动

员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就是中心的保

障人员———“00后”小丫朱珊妮。她以积极开朗

乐观的心态、对工作极其负责的态度、饱满的

热情、乐于助人的品质，成为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源泉。

朱珊妮的工作牌上挂满了收集的徽章，每

一枚徽章都仿佛在讲述着一段她和运动员们的

故事。“运动员们夸我收集的徽章多我就会很快

乐。”话音刚落，“小太阳”就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这些徽章是她的财富，也是她对工作热爱的象

征。在运动员村，“小太阳”仿佛永远活力充沛，

“与运动员们交流很快乐，帮助大家处理日常事

务，取快递，保修设备，更换房卡，提供轮椅、拐

杖、台灯……每一件事情都很快乐。”

运动员们说，每当他们路过居民服务中

心，都能看到朱珊妮热情地打招呼。她的热情

给每一个人带来了活力和欢乐。一位运动员告

诉记者，之前他们的教练意外受伤，需要一把

舒适的椅子。“我们看到居民服务中心里有一

把露营椅子，尽管这不是中心的借用物品，但

朱珊妮还是积极响应，努力协调为我们提供了

帮助。这样的热情服务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这样的“小太阳”，居民服务中心里不止

朱珊妮一个。走进学青会居民服务中心，墙面

上贴满了运动员和运动队给他们送来的感谢

信，旁边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层层叠叠，更是写

满了大家对学青会服务者的赞美与感谢。纸

短情长，令这场青春盛会更显暖意，更显文明

温度。

餐饮服务

运动员村的餐饮“温度”

“您好，能否再加111份常温餐包并送到比

赛场馆？”“请问常温餐包能否额外增加巧克力

和肉肠？”……餐饮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韦婉

玲在学青会运动员村开村期间，经常会遇到这

样的询问，而她每次都会用热心服务，想运动

员之所想，急运动员之所急，帮助众多运动员

和领队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放心。

在运动员村有超过1.3万名裁判和选手入

住，运动员餐厅需要同时容纳3500人用餐，这

时刻考验着餐饮中心的服务能力。“我们安排

近900名厨师来保障餐饮中心的服务。餐饮服

务从早上6点到凌晨12点，18个小时不间断提

供，分全菜品和部分菜品供应，确保运动员全

时段都能吃到热菜热饭。”运动员村餐饮服务

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林介绍。

不仅热菜热饭让运动员吃得舒心，学青会

期间，种类繁多、包含700种左右食品的食谱也

让运动员大饱口福。“我们每餐提供四十余道

热菜、数十道凉菜，以及西餐、点心、饮品等种

类丰富的食品，实现地域风味多元化，满足各

地运动员的需求。”运动员村餐饮服务中心运

动员餐厅行政总厨肖子龙介绍。

不仅如此，运动员村的餐厅食谱还结合了

中国八大菜系和广西饮食特色，在安全、营养

的基础上，规划设置了广西特色和现场明档、

闽粤风味、晋鲁风味、川湘风味、苏浙风味、西

餐风味餐饮种类，并提供了冷菜、水果、热冷

饮、冰淇淋、麦片干果等食品。每道菜品还设有

菜单卡，明确烹饪方法、营养数据、过敏原信息

等内容，帮助运动员更好地选择食品。

保障饮食安全也是重中之重。据李林介

绍，餐饮菜品在采购、运输、加工储藏等各环节

实现全封闭、全链条管理，实行集中采购、专人

制作、统一和专场管理。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

“村民”的饮食安全，中国移动基于千里眼平台

为运动会建设了完善的“明厨亮灶”系统，配备

有158个智能监控终端接入千里眼视频监控综

合管理平台，实现从食材出入库到菜品上桌的

全流程监管，从而有效保障了运动员和教练员

的食品安全，也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科学处置

的依据。

医疗卫生服务

全方位守护运动员身心健康

在第一届学青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

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而运动员村背后的医疗

保障工作同样至关重要。运动员村内设置了医

疗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内科、外科、妇科、眼科、

感染性疾病科等5个医疗及医技诊室。此外，还

包括抢救室、治疗室、输液室、门诊药房、康复

理疗室、临时留观点等6个治疗区。

据介绍，医疗卫生服务中心日常以提供常

规简单医疗和紧急救治等服务为主，联合定点

后方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共同为入住人员

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复杂的疾病检查和治疗

服务。中心的门诊服务时间为8点至21点，还会

24小时提供急诊服务及必要的救护车转运定

点医院服务。

梁夏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疗卫生工作

者，每天早上，梁夏楠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运

动员村医疗保障团队微信群、每日健康监测报

送微信群，认真查看前一晚的运动员和工作人

员就诊信息、健康监测信息，对可疑病例进行

逐一排查。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确保了在遇到

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作出决策。

开村前，广西社会层面曾经冒出“红眼病”

苗头，当时运动员村已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入

住，为了确保安全按时开村，梁夏楠到工作人

员住宿楼栋逐层、逐间敲门，二十多层楼、几百

户，面对面进行宣教，结束时已深夜11点多，敲

门的手已经破皮、嗓子也已沙哑……

为了有效防止传染病，比赛期间，梁夏楠

和团队不仅加强了卫生宣传和预防措施，提醒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还加大了对公共场所的消毒力度，确保环境卫

生安全。“我们始终密切关注运动员健康状况，

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治疗方案，并对异常情况

及时介入处理。”梁夏楠说。

不仅如此，梁夏楠还牵头为运动员村“量

身定制”了监测、宣教、疫情处置“即呼即达”

机制，编写了《运动员村健康知识宣传手册》，

向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大

家的健康意识，为运动员村平稳运行提供了有

力保障。

一名来自上海的运动员表示：“在运动员

村里，我们不仅得到了良好的医疗保障，还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医疗团队为我们提供了全方

位的服务，让我们能够安心比赛。”

物业与维保服务

用军人的坚守为运动员提供安全保障

在运动员村，有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

以严谨的巡逻和安保服务，为运动员们的安全

保驾护航，那一抹抹迷彩绿也成为运动员村的

另一道靓丽风景。运动员村物业与维保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齐昆鹏介绍，村里的巡逻岗人员

70%是退

伍老兵，人

员来自五湖四

海。虽然退役了，

但老兵们始终牢记

“退伍不褪色”的使命，

从军营转战赛场，脱下戎装

但初心不改，以能参加此次学青

会的赛事服务保障为荣，用军人的坚

守为运动员们提供安全保障。

为了能及时响应消防中控室内的出警指

令，确保在“1分钟内响应、3分钟内处置、5分钟

内处置完毕”，巡逻岗人员需要在各自的网格

工作区域24小时严阵以待。“00后”覃志杰今年

刚刚退伍。作为巡逻岗，覃志杰和他的同事们

每天都要在运动员村内进行多次巡逻，确保安

全无虞。他告诉记者：“巡逻岗人员在村内日巡

查最高行进74600步，11月平均每天行走45476

步。”在巡逻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关注运动员的

日常安全，还要注意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虽

然脱下了军装，但覃志杰在巡逻岗位上依然保

持着军人的作风和责任感。“当遇到运动员迎

面走来，我们会始终保持微笑，主动问好，为遇

到困难的运动员提供帮助，让他们回到运动员

村，有回家的感觉。”

覃志杰和他的同事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退伍不褪色”的精神。他说：“虽然巡逻和安保

工作有时候会很累，但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

大。”覃志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为运

动员们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参赛环境。他说：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会用我的经验和服务

意识，为运动员们提供最好的保障。”

覃志杰的故事是众多巡逻岗与安保中心

工作人员的缩影。他们默默付出，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使命和担当。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和付

出，运动员们可以在赛场上尽情展现风采。

志愿者服务

为“小青芒”热心周到的服务点赞

“这是在开幕式上看到的广西特色大绣球，

没想到我居然亲手把它做出来了，我会把它带

回家珍藏。”运动员李佳怡在运动员村的非遗

文化体验中心完成绣球制作后说道。

在运动员村，志愿者之家的非遗体验成为

运动员们的“网红”打卡点，广西中医药大学康

复治疗学2023级本科生何美娟作为村内的志

愿者，就服务于这个岗位。“起初怕大家对这些

活动不感兴趣，没想到后来这里成为最受运动

员们欢迎的地方，每天都要排队。”

人多自然忙碌，但何美娟说，这样的生活

充 实 而 快 乐 ，

“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志愿

者的服务价值和意义。”当然，期间也发生了许

多难忘的故事。不久前，何美娟刚收到一面来

自山东羽毛球队的锦旗。“当时在非遗文化体

验中心，山东羽毛球队一位运动员的背包坏

了，他比较着急，于是向我们求助。正好制作广

西特色大绣球时需要用到针线，我就放下手里

的工作帮他缝好了背包。”事后，不仅这名队员

送上了自己亲手书写的明信片表达感谢，山东

羽毛球队也送来锦旗，为“小青芒”们热心周到

的服务点赞。

像何美娟一样在运动员村默默奉献的志

愿者还有很多。据了解，在运动员村，志愿者之

家、反兴奋剂教育拓展基地、兴奋剂检查陪护、

娱乐室、餐饮服务中心等地都有“小青芒”们的

身影，他们用温暖的服务和无私的奉献打造了

运动员们的“南宁之家”。

学青会运动员村志愿者带队老师梁柳观

表示：“这次来学青会参赛的运动员同样也是

学生，这个年龄段是最具活力的时候，思想交

流也多，他们更需要‘小青芒’的帮助。如果有

志愿者及时周到地帮助他们，会让他们感觉到

更加温暖，也更容易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来准备

比赛，赛出好成绩。”

对于志愿者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宝贵的

人生体验。梁柳观说：“学青会提供了一个广

阔的平台让所有学生在这里交流实践。我们

许多志愿者都是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还比

较迷茫，依托学青会的平台，能给他们一个

展现自己的机会，还能通过这个渠道跟社会

接轨。”

梁柳观是村内“小青芒”们的“引导者”，也

是“小青芒”的一员。他说：“接下来，我们会继

续做好志愿者后勤保障工作，协调他们完成好

各自的岗位任务。并将继续关注志愿者们的身

心健康，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让‘小青芒’们

能够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他们，为运动员打造“南宁温馨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