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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场馆里
“小候鸟”方阵呐喊最热烈

在前期协调中，负责“韵味杭州”2023年全国

女子手球冠军杯赛的场馆运行团队，专门为孩子

们找了距离赛场最近的一块观赛区域。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手球比赛。我是校队的

足球运动员，想知道手球是不是跟足球差不多。”

刚入座，孩子们就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对比赛

项目、对场馆内部，这群十多岁的孩子充满了好

奇。

孩子们看的是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当天

一共举办两场，分别是三、四名赛和冠军争夺赛。

“整场比赛都是按照亚运会的标准来设置的。”场

馆工作人员说，亚运测试赛的氛围非常贴近亚运

会。

运动员入场仪式上，奏响国歌之时，孩子们整

齐举手敬礼。

哨声一响，孩子们就全情投入到观赛之中，开

始给运动员们加油呐喊。

“安徽是我的老家，我要给安徽队加油。”读三

年级的“小候鸟”蓝梓萱和刚认识的好朋友一起，

大声地为安徽队加油呐喊。

在这几个孩子的带领下，“小候鸟”们纷纷加

入，俨然成了安徽队的忠实粉丝。

支持的队伍得分落后时，孩子们虽然有些沮

丧，但加油声更加响亮了。

最终，在孩子们的呐喊声中，安徽队赢下了比

赛。

“这种感觉好爽啊。”蓝梓萱的小伙伴吴采凌

说。

孩子们说，在运动员们身上看到了一股不服

输的精神。在衢州老家读二年级的“小候鸟”王泽

轩向记者展示了他腿上的伤疤：“这是我踢足球时

留下的。”

“小候鸟”们说，这场球赛看得过瘾，仿佛就是

一场真实的亚运会比赛。

“哇！”昨天下午，

35 名“小候鸟”踏进亚

运手球馆浙江工商大学

文体中心时，欢呼的声

音引起了全场的关注。

在本报记者、浙江

工商大学文体中心运行

团队及邻里社区社工的

陪同之下，邻里社区“小

候鸟班”的孩子们顺利

达成了“观看一场亚运

测试赛”的心愿，近距离

感受亚运赛场的热烈气

氛。

在邻里社区“小候

鸟班”开班之初，本报记

者从邻里社区了解到了

孩子们的亚运心愿。经

过多方努力，在“韵味杭

州 ”2023 年 全 国 女 子

手球冠军杯赛决赛前，

浙江工商大学联合钱江

晚报向“小候鸟”们发出

了邀请。

昨天检票入场时，

邻里社区的社工对钱江

晚报和浙江工商大学表

示感谢，“孩子们的心愿

得以很快实现，他们一

路上都哼起了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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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太忙
“小候鸟”想把观赛情形讲给他们听

“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看过现场亚运比赛。”“小候鸟”李

若辰说，看比赛很开心，但也稍稍有些小遗憾，遗憾爸爸妈妈开

店太忙，没空一起来看。

“小候鸟”张可欣、张可宸可开心了，妈妈黄女士陪着他们一

起来观赛。黄女士说，她特意安排好时间，来“小候鸟班”做志愿

者，“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好好陪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

很难得。”

其他孩子们纷纷表示，回去后，要把观赛经历讲给爸妈听。

其实，对于大多数“小候鸟”来说，这两天还处在一个与爸妈

交流的适应期。“他们中大多数和爸妈有快半年没见面了。有的

孩子比较内向，突然跟爸妈生活在一起，不知道该如何交流。”社

工们说，让孩子们把观赛情形讲给父母听，是增进彼此感情的一

种好方法。

这场亚运场馆观赛之旅后，社区还将为“小候鸟班”的孩子

们安排更多的实践活动，带孩子们多看看杭州，多了解杭州。“让

他们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社工说。

这个暑假，你最想和父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钱江晚报向

包括“小候鸟”在内的所有孩子发起征集——“暑假里，和父母一

起做成的一件事”，可以是你为父母做的一顿饭，可以是你和父

母一起看的一场电影、一场比赛，也可以是和父母一起拍合影

⋯⋯只要是和父母一起做的事，都可以拍照记录下来，发给我

们，与更多读者一起分享这份团聚的喜悦。参与方式：扫码留言

或发照片和文字到邮箱2316742847@qq.com。参与者有机

会得到我们精心准备的小奖品哦！

看一场比赛
或许能影响孩子一生

在赛场上，邻里社区的社工们一直在给孩子们拍照。

“有很多家长和社工也想一起过来，想多陪陪孩子们，可惜

他们工作太忙了。”一位社工说。

拍了照片，社工们就往工作群和“小候鸟班”家长群里发。

场上比赛火热进行，群里也讨论得激烈。有位家长说：“这

场球赛对于我儿子来说，肯定毕生难忘，昨天他可激动了一晚上

呢。”

看到“小候鸟”们看比赛时兴奋和开心的模样，邻里社区书

记张敏华很欣慰：“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

这位每天与社区里新杭州人打交道的书记说，“小候鸟”们

的家长在杭州打拼很不容易，有的是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有的是

网约车司机，有的是小店店主，“哪怕暑假孩子们来到杭州，他们

能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很有限。一起看一场体育比赛、一场

演出或一起来次出游，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并非易事。”

对于这群“小候鸟”来说，加入社区“小候鸟班”是他们了解

父母打拼的这座城市的最好机会，也是他们认识大千世界的一

扇重要窗口。

邻里社区已连续13年在暑假开设“小候鸟班”。因为“小候

鸟班”，有的孩子在一堂音乐课里爱上音乐，就此走上艺术之路；

有的孩子在公益名师的指点下，学习大有进步，后来考上了大

学⋯⋯

看着孩子们聚精会神观赛的样子，一位社工说：“看了这场

精彩的比赛，说不定真能影响到一些孩子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