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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开幕的杭州亚运会，将“绿

色、智能、节俭、文明”作为办赛理念，其中，

“绿色”被摆在首位。作为亚运会历史上首

届碳中和赛事，杭州亚运的绿色和健康给

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废弃矿山变身攀

岩中心、每月可节水 35%的屋顶雨水收集

系统、年节能达 30%的“无电照明”⋯⋯甚

至连 56 个竞赛场馆中，只有 12 个是新建

的。其余44个场馆和31个训练场馆，都是

在现有场地上翻新而来。

杭州亚运会“绿色办赛”不仅仅体现在

赛事筹备中，更体现在城市品质提升中。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杭州亚运期间城市志

愿服务闪亮“窗口”的“亚运青年 V 站”，并

未随着赛事结束而结束使命，而是化身常

态化的城市志愿服务阵地，继续服务市民

游客。

同样的，“绿色办赛”的理念针对的不

仅仅是赛前和赛时，也作用于盛会落幕之

后。“青年 V 站”的华丽蝶变，其实是“后亚

运”时代，杭州用好用足亚运留下来的场馆

和各项资源，放大亚运综合效应的一个缩

影。据杭州亚组委介绍，杭州亚运会 56 个

国际标准的竞赛场馆中 19 个全民健身场

馆将面向公众开放，24 个市场化运营场馆

将会以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收费标准来开

放，8 个专业场馆将引进相关专业队伍作

为训练基地⋯⋯

立足民生，全民健身，避免赛后闲置；

以赛养馆，申办赛事，打造国际“赛”“会”之

城——在亚残运会圆满结束之后，我们再

次看到物尽其用的“杭州智慧”，也看到她

在城市经营中无所不在的“绿色”理念，让

亚运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

本报记者 何晟

盛会之后
“绿意”长留

杭州亚运期间，在杭州的大街小巷，521个以“虹韵紫”“湖山绿”

为主色调的“亚运青年 V 站”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亚运青年 V

站由共青团杭州市委牵头，是在亚（残）运场馆周边及全市重要交通枢

纽、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医疗机构、广场街区、商业网点等区域设立的城

市志愿服务示范阵地。

杭州进入后亚运时代，亚运设施如何再利用惠及民生，是市民关切话

题之一。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街头的一些亚运青年 V 站已悄悄变了模样，从赛

事时志愿服务点变身为日常生活的便民点，继续为大家服务。

12月14日，钱报记者沿路走访多个亚运青年V站，看看它们如今模样。

早餐店、母婴室、创业小店、小哥驿站⋯⋯

亚运青年亚运青年VV站站““便民便民””变身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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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中的营业中的VV站早餐店站早餐店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骑手驿站里的便民设施骑手驿站里的便民设施

在萧山盈丰街道丰二社区丰瑞南苑小区，

一处小小的亚运青年V站亭，已经化身早餐店。

亭子周围门板上依旧书写着“青年 V 站，

我志愿我快乐”等标语，但玻璃窗口上的字体

却已焕然一新，改成了“文明驿站，早E点。为

你精心准备，健康早点。”

肉包 2 元、紫薯包 1.5 元、马拉糕 2 元、麻

球 1.5 元、菜角 1.5 元，每一个售卖门类被详尽

标注了价格。其中鸡蛋灌饼、手抓饼单列一

栏，可自主选菜。

小小亭子空间内，空调、操作台面、保温箱

一应俱全。“早餐时段，亭子里一个工作人员，

他是从老年食堂调动过去负责早餐售卖工

作的。”丰二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早餐店里面售

卖品类众多，每天早晨从社区老年食堂特意运

到青年V站售卖。

手抓饼、馒头是早餐店的爆款产品，为了

加工新鲜馒头，亭内配备了电蒸箱，现蒸出

炉。“每天至少卖出百来个馒头。”

青年 V 站变身早餐店，是为了方便周边

外来人口。对面学校小朋友没吃早餐，也会来

亭子处购买包子馒头，方便快捷又安心。

每天营业额在300-400元，“主要是为了惠

民，经营不是主要目的。”丰二社区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表示，早餐店推出后，大家都很

欢迎，特别是附近老人、周边外来人口，觉得方

便了许多。营业时间从早上 6 点到中午 12

点，“有一些小哥晚点来，会买点烧饼走。”

营业到中午12点，变身早餐店的V站超受欢迎

在萧山信息港小镇附近的青年 V 站，则

变身了 e 港先锋骑手驿站。房间内被布置为

雅致温馨的空间，几处桌椅分块摆放，软软布

料包裹，方便骑手们歇息。

充电宝、医药箱等便民物品摆放在柜上，

方便骑手们拿取。“里面有一些医药箱，有充电

宝，免费的 WiFi，免费的饮用水，下雨要用到

的雨具等。青年 V 站兼具骑手驿站功能，小

镇外卖员出入多，小哥们可以随意进入休息。”

信息港小镇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亚运期间萧山区共有 157 个亚

运青年 V 站，其中 114 个被保留下来，变成青

年V站。”萧山区团委副书记徐凯达说，青年V

站，不止是志愿服务的阵地，也鼓励属地街道

社区“一站一策”，结合需求，把青年 V 站变成

青年创业或基层治理空间。

在萧山宁围街道红岭社区，青年V站成为

大学生们售卖劳动作物的场地，所得会全部捐

给红十字会。萧山瓜沥的青年 V 站则变成母

婴室，萧山城厢街道白马湖社区的 V 站变成

“一日店长”所在地，鼓励周边居民青年创业，

“类似于跳蚤市场，气氛很好的。”徐凯达说。

后续，萧山区团委将继续推动青年 V 站

站点利用率，为市民提供暖心服务。

母婴室、创业小店、小哥驿站⋯⋯看V站72变

那么，杭州全市的情况如何？

钱报记者从共青团杭州市委志愿者指导

中心了解到，亚运期间，521 个以湖山绿和虹

韵紫为主色调的亚运青年 V 站，为国内外嘉

宾游客和广大市民群众提供了热情专业的服

务，彰显了“亚运之城”的温度。

赛会结束后，亚运青年V站并没有结束它

的使命。在综合考虑站点区位、人流量、服务需

求、站体状态等方面，除部分由原有的核酸小屋

转化站点外，将有 65%以上的站点继续保留，

成为共青团统筹的常态化城市志愿服务阵地，

持续服务市民游客。

据悉，常态化 V 站形象标识的统一和规

范正在积极谋划中，后续将按照 1+N 的模式

深化青年 V 站运行管理。其中，“1”指的是各

级团组织主导，“N”指的是多组织联合承接服

务，比如，以公益社会组织、专业志愿服务队伍

为主体，按照“就近就便”原则，鼓励站点周边

的企事业单位青年志愿服务团队、高校大学生

志愿者，共同助推站点服务保障。

共青团杭州市委志愿者指导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希望以 V 站为载体，让更多的

青少年走进 V 站、了解志愿、参与志愿、爱上

志愿，为城市更美好贡献青春力量。”

65%以上站点将保留，化身常态化志愿服务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