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AA222023.10.8 星期日 责任编辑：金丹丹/版式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朱少川

作者：黄亚洲，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

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诗刊》编委。

作者：黄亚洲，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

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诗刊》编委。

亚运球场的“擦地哥”“拖把姐”。包一圣 摄亚运球场的亚运球场的““擦地哥擦地哥”“”“拖把姐拖把姐”。”。包一圣包一圣 摄摄

今天，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令人期待的闭幕式

将在大莲花上演。

在这个欢庆的时刻，在这个离别的时刻，让我们对所有的参赛选手

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太多激动人心的记忆，带给我们体育

精神的享受。

同样，我们还要对赛场内外所有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们说一声，谢

谢。谢谢所有的无名英雄。

是的，这些天里，我们见证了一个个奇迹的诞生，一个个纪录的打

破，见证了一块块熠熠生辉的奖牌，见证了一次次胜利的欢笑、失败的

遗憾。

除了这些，我们同样还记住了那一张张面向世界的笑脸，那一个个

汗水湿透的背影。本届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无数个他们辛勤的

努力和默默的付出。

他们像一颗颗螺丝钉一样，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辛苦和汗水，

在各自的赛场上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谢谢他们，虽然他们看不到掌声和欢呼。他们都是幕后的英雄。

我们会铭记那一张张平凡的面孔做出的一次次不平凡的贡献。

比如，几天前，“擦地哥”在网络上走红，来自中国计量大学的22级

本科生李冠霖就是其中一名“擦地哥”，本次亚运会在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馆担任竞赛区场地清洁志愿者的小组长。“擦地哥”的工作内容就是

要保证比赛的地板上没有杂物，没有汗渍水渍，以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一场下来，膝盖挺痛的，都红了。”他说。

比如，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志愿者丁彦凯，

他的工作是重复单调的捡球。根据国际规则，分与分之间，运动员捡到

球后直至发出，最大间隔不超过 25 秒。这就意味着，捡球员要在 25 秒

内快跑、快捡、快传。“有的运动员拿完球不擦汗，那我们就要速度更快；

双打节奏更快，捡球员也要更专注。”

比如，吉祥物的志愿者，每天穿戴重达10余斤的特形演出服，顶着

高温和闷热与观众互动。

比如，心算“数学题”、手换“铁疙瘩”，始终“快手快脚”穿梭在台上

台下的举重加重员，被称为亚运赛场举重台上最忙碌的人。

比如，杭州亚运会班车司机卢保林和他的儿子，就是一对父子兵。

从 9 月 22 日开始，他就每天凌晨 2 点起床，4 点半发车，开车 30 多公里

将运动员送达比赛场馆，再返回亚运村。每趟来回差不多2个小时，每

个比赛日要来回行驶3次。“亚运比赛期间，因为需要在车上等候，观众

在里面看亚运会，我就在车上听比赛。”他这样说。

中秋节当天，卢保林要继续工作，他的儿子则在服务临平区亚运安

保工作，他们一家三口就通过手机视频在“云”上过了一个团圆节。

⋯⋯

这样的人和故事太多太多了，我们无法一一例举。

所以，在这个精彩赛事结束之际，我们应该向他们说一声谢谢，感

谢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朝气蓬勃的风貌、热

情友好的微笑、专业细致的服务，向五湖四海的来宾，展现了“同爱同

在”的真心真情。

这样的感谢，尊重、善意和点赞，同样来自赛场的运动健儿、媒体记

者和观众。

在各大场馆的留言本上，在互联网上，大家纷纷表达这样的心意：

“致敬平凡又伟大的你们！感谢你们的付出！”

“的确应该好好宣传保障亚运会正常运作的无名英雄们，感谢他

们！”

一名韩国记者写下了这样一句：“谢谢，期待还能够再见面！”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elp and kindness！（谢谢你的帮助和善

意）”在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馆媒体留言本上，有一条巴西记者玛

丽娜写给志愿者的感谢信。原来，玛丽娜刚来到场馆时，一名志愿者

热情地为她引路，并根据她的饮食习惯给予了照顾。

一场亚运会，让原本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陌生人成为朋

友。“中国人民的友好让我在这里感到宾至如归。”她说。

观众孟先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带着家人来

看比赛，比赛结束后发现有物品遗留在赛场。焦急的

时候，来自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丁晨晓主

动上前，提供帮助，帮他们找回了失物。他特意

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学校。

⋯⋯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我们同样无法

一一例举。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温这些温

暖的瞬间，说一声再见，道一声感谢，期待下

一次的相聚。就像张学友歌词里唱的：“说

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

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本报记者 史春波

离别这一刻离别这一刻

再说声感谢再说声感谢

黄亚洲

请进入良渚，请从2023亚运火炬的光焰来路

进入良渚先民的地面式建筑与干栏式建筑

请在四面坡式的草屋顶下

观看先民们精致的黑陶，以及听取

他们对于水坝筑造的激烈争论

请运动员们进入良渚，请裁判员们进入良渚

请亚奥理事会的体育官员们，进入

中国五千年前的

线形原始文字、稻作文化、丝织文化、玉文化，以及

大型营建工程

请让良渚先民们，为你们展示亚运火炬的源头

那最原始的摘取光芒的过程

你们这么多天在火炬光焰下的拼搏身姿

与五千年前先民们的顽强劳作，是不是

同一种哲学的两面？

那些黑陶上的刻符，那些鸟纹、日月纹，是不是

早就记录下了你们百米冲刺与撑杆跳弧度的美丽？

请通过数字技术，与好客的良渚先民们促膝聊天

谈谈生活与体育的关系，谈谈

一朵火焰的五千年传承

谈谈杭州这座城市，其实就是一方最优雅的“良渚”

谈谈良渚之上，2023年盛开的

这朵亚洲最美丽的“大莲花”

今天我也来到良渚，与你们，与先民们

快乐地坐在一起

这些天，我为你们的拼搏、夺冠，为崇高的体育精神

拍红了手掌

今天我也想探探源头，想看看五千年前

人类是如何夺取光荣、胜利与自信的

是如何奋起一跳，够上高高的太阳

点燃手中的火炬的！

谢谢了，最良好的人类栖息地

——杭州良渚！

谢谢了，最美好的生活象征

——亚运火炬！

亚运火炬的光焰来自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