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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杭州亚

运会、亚残运会赛会

志愿者“小青荷”中最

特别的一群人。

他们，以00后居

多，来自浙江各个高

校，是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颁奖仪式中重

要的一环。

7 月 21 日 至 8

月21日，杭州亚（残）

运会颁奖礼仪、升旗

手集中专项培训在浙

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时间里，776 名颁奖

礼仪、升旗手将从基

础仪态、技术细节、流

线流程、赛事应急等

方面进行系统性、专

业化训练。

从培训班“毕业”

后，他们将进入各大

亚运场馆，进一步磨

合相关流程，以更专

业的姿态迎接杭州亚

（残）运会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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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赛会志愿者招募启动。相较通用志愿者

来说，颁奖礼仪、升旗手作为专业志愿者，

筛选条件更为严苛。不仅需要将颁奖、升

旗等专业知识熟记于心，牢记每一个动作

流程，还需有良好的形体素质和身体素

质、强大的心理素质、较强的临场应变能

力。

杭州亚组委体育展示与颁奖仪式运

行团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赛时预计服务颁奖仪式 1047 场，

对志愿者的身心和技术有较高要求。按

照杭州亚组委的统一部署，此前已对颁奖

礼仪和升旗手进行过一次培训，并在“韵

味杭州”系列赛事中进行了演练。

杭州亚（残）运会颁奖礼仪、升旗手工

作是赛会志愿者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不仅代表了亚运形象，更向亚洲乃至

世界展现着中国青年的形象。此次为期

一个月的集中培训，不仅对志愿者的身心

和技术进行更加细致的打磨，还将紧密联

系每个人执行任务的场馆，针对性进行专

项培训。

集中培训结束后，杭州亚组委不仅将

对颁奖礼仪、升旗手进行考核，还将开展

联调联试，以及具体到场馆的、和其他领

域相互配合的工作，帮助志愿者们更快更

好地达到亚运赛事要求。

最后一次集中培训
千场颁奖仪式质量就看这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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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旗手集中专项培训分为军训

和专项练习两个阶段。“训练过半，很欣慰

的是没有一个孩子放弃。”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领队教师蒋焕枭表示，此次参与

培训的教官，都曾参与过国庆阅兵、南海

阅兵等活动，有着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

“升旗手手中的国旗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尊

严，不容许出现一丁点失误。截至目前，

中国举办的所有国际赛事中升旗环节都

是零失误，杭州亚运会自然也不能出一丝

差错。”

在蒋焕枭眼里，00 后的升旗手志愿

者们既是学员也是弟弟，培训间隙，除了

体能训练外，还穿插了思想政治讲座，白

天课程结束后，运行团队还会给学员们安

排一些破冰和集体活动，“像跳跳操、打打

球，在严格要求的基础上，也释放他们作

为学生的天性，赋予培训更多的意义。”

颁奖仪式运行团队培训导师刘雨楠

有着30年礼仪培训经验，她告诉记者，颁

奖礼仪分为托盘员、嘉宾引领、运动员引

领 3 个角色。因此，整个礼仪培训过程从

易到难、循序渐进，在教学站姿、手势、托

盘、指引等核心基础动作后，还会进行组

合串联、颁奖流线

演练，并结合各个

场馆特点，进行针

对性训练。

刘雨楠曾参与过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礼仪培训工作，

“我们不会因为她们是学生就降低标准，

所有动作都是根据亚组委要求，进行集中

教研调研会

议 后 统 一 要

求。”在杭州亚运会赛场上，一名礼仪也许

不会受到太多关注，但刘雨楠依然希望孩

子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身姿是优雅得体

的，表情是大方自信的，整个人是与众不

同、闪闪发光的。让她欣慰的是，“小青

荷”们都很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即使身体

不适也在咬牙坚持，“她们也在较劲，怕落

下学习进度，跟同伴们有差距。”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礼仪志愿者无

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走，都保持着挺拔的

姿态，这其实都是参与培训后养成的习

惯。而这也源于培训老师们对她们的高

要求：即便在课外，不能含胸驼背、不能跷

二郎腿、站立时要保持膝盖小腿尽量并拢

等。

一个月的礼仪培训，对这些女孩子们

来说却是终生受益，“我们强调一个词，叫

做‘肌肉记忆’，希望当她们走出这里、走

进赛场，甚至亚运会结束后，这段经历都

能在她们心里和言行举止上留下印记。”

把每个动作变成“肌肉记忆”
一个月培训让“小青荷”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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