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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开心，陪我。”

  这是志愿服务中，最令陈甜甜感动的一句话。那是她第一

次参加自闭症儿童福利院志愿活动，在准备离开时，一个小女

孩拉住她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正是这几个字，让陈甜甜深

刻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我们真的能帮到别人。”

  如今，陈甜甜已经投身志愿服务活动8年多了，关爱自闭

症儿童、植树造林、为建筑工人义务理发……各种志愿活动中

都有她活跃的身影。

  在我国，像陈甜甜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根据《慈善蓝

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

达1.69亿人，志愿团体116.36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22.68亿

小时。

志愿服务快速发展

覆盖面广影响力强

  不仅是在固定的时间节点，陈甜甜会和朋友们一起组织

参加特定的志愿活动，平时她也会经常投身于大大小小的志

愿活动。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3月的学雷锋月志愿活动，因

为疫情原因，志愿者们无法聚集，导致活动不能大规模组织开

展。但人散心不散，陈甜甜制定了线上直播打卡做志愿的方

式。分散各地的志愿者踊跃参与，力所能及地去帮助身边的

人。活动效果非常好，这让陈甜甜不无自豪地说：“再难的环境

下我们也能把志愿活动做下去。”

  而随着今年“学雷锋纪念日”的临近，陈甜甜也再次行动

起来。3月4日上午，她刚刚组织了一个去建筑工地给工人义务

理发的活动。同时，她还计划联系红十字会，筹备一个献血活

动，这项活动她已经连续组织参与两年了。

  联合国将志愿者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

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的活动者”。我国志愿服务条例

中称，志愿者是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从事志愿服

务的自然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志愿服务研究会

副会长魏娜说，如今的志愿者及志愿服务，就是新时代雷锋精

神的一种体现。在我国，志愿者群体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参与志

愿服务，出发点不以获得物质报酬为前提，但并不排除志愿服

务组织为了志愿者更好地从事志愿服务，而为其提供保险、餐

饮、设备等保障；其次，志愿者要付出一定的劳动，直接创造经

济和社会价值；第三，为他人提供服务并使他人和社会受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强调志愿者是奉献者，另

一方面他们也从中能得到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收益，这正是‘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魏娜说。

  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会长、广东青年政治学

院教授谭建光认为，我国志愿服务初步呈现出“一体多元创

新、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一体多元创新”就是在党的领导

下，在文明委统筹下，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力量涌现；“共建共

治共享”则是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形

成相互支持、共同发展、造福社会、惠及群众的力量。

组织保障仍有不足

安全问题需被重视

  黄咏霓长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也为志愿队伍进行指导培训。志愿服务快速发展的

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志愿者、志愿服务不理解，甚

至不尊重；一些志愿服务受志愿者时间、专业性等限制，服务效能不高。“在志愿服务项目运

行过程中，怎么有效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对此，陈甜甜也深有感触。她说，尤其是在志愿者的参与渠道上，很多人想参与志愿服

务，但是没有途径去参与，也不知道如何获知志愿项目。

  魏娜介绍说，目前志愿服务的问题还存在于服务缺乏专业性、组织保障仍有不足等多个

方面。比如志愿者的安全问题需被重视。如果招募志愿者从事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志愿服务，

必须事先告知志愿者有可能的危险，并为其提供保险。但现实中有些单位在招募志愿者后，

缺乏安全保障意识，不告知志愿者可能存在的危险，结果导致损害了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在谭建光看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快、参与人数多、项目越来越丰富，这一过程中也会

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一是行政推动如何与公众自主参与有效结合的问题。二是临时性活动

如何转变为持续性项目的问题。三是一般性服务如何提升为专业性、针对性服务的问题。

  “因此，需要探索和健全志愿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更加完善和细致的政策制度激励公

众参与志愿服务，鼓励各级地方政府为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提供支持保障；另一方面推动志

愿服务专业发展，鼓励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加入志愿组织、参与志愿服务，开发更多针对群

众需求、促进民生改善的服务项目。”谭建光说。

立足核心长远发展

法治化走上快车道

  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法治化、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关于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和志愿服务条例等相

关法律法规文件陆续出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志愿服务法治化建设走上了快车道。”魏娜说，除慈善法和志愿服务

条例外，还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以及八部门《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

见》，有力促进了志愿服务的发展，期待进一步完善立法，推动出台志愿服务法。

  对于未来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志愿者队伍建设，谭建光认为，结合国情特点，构建中国特

色志愿服务体系，发展富有活力的志愿者队伍，要推进“双线三强”机制：“双线”是党政推动

与公众自主两个方面共同发展、相互支持，党委政府推动各部门及社区、农村组建“垂直管

理”的志愿者队伍，社会各界群众踊跃组建类型多样的特色志愿者队伍；“三强”是党员志愿

者示范强、群众志愿者活跃强、专业志愿者提升强，坚持党对志愿服务的领导，要落实到党员

在志愿服务中发挥先锋作用、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和激励群众。

  同时，谭建光提到，要鼓励城乡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支持富有特色的自主性志愿者队伍

建设，包括“夕阳红”志愿者队伍、“街坊大妈”志愿者队伍、“蓓蕾”志愿者队伍等，根据兴趣爱

好、切合群众需求开展丰富多样的服务。要推进志愿服务专业发展，鼓励大量专业人才参与

志愿服务，组建志愿者队伍，并且深入社区、农村，与群众性志愿组织合作，提供专业支持和

帮助。这样才能够形成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

  从志愿服务的角度来讲，魏娜认为，首先要把志愿服务行为正确定位，志愿服务应该逐

渐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伴随人一生的生活方式，要大力推进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公益人才的

培养，近期教育部在本科专业里增设了慈善管理专业，也是从育人的角度，把志愿服务等公

益行为常态化。其次，要把志愿服务项目开发好，让更多人群受益，同时又能够让更多的人参

与，逐步实现志愿服务“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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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建斌 徐伟伦

　　

　　伴随春天的脚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如期而至。

　　温暖、感动、浪漫、多彩！3月4日，华灯初

上、夜幕星河，国家体育场再次迎来“高光时

刻”。披着多彩锦衣的“鸟巢”美轮美奂、熠熠

生辉，一场与众不同的开幕式再一次惊艳

世人。

　　仪式前表演《同在蓝天下》，让全场氛围

逐渐升温。所有参演者，均为残疾人。他们来

自全国多地，因冬残奥会而会聚在北京，用最

美的歌声与旋律，打动了出席开幕式现场的

所有观众。

　　晚8时，以《激励》为主题的倒计时表演开

始，场地中央，洁白的冰面渐渐幻化成闪烁的星

海。灿烂星辉中，浮现过往12届冬残奥会的光辉

历史。最终，画面定格在“2022中国北京”。这一

秒，全场热情迅速被点燃。

　　紧接着，冬残奥会六大项（残奥高山滑

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单板

滑雪、残奥冰球、轮椅冰壶）的残奥运动员从

现场雪道的最高点疾驰而下，冲破阻碍，突破

自我。他们的精神意志令人敬佩、鼓舞人心。

　　随着冰壶的击出，标线一格格推进，10、

9、8、7、6、5、4、3、2、1的数字在场中心赛道上显

现。冰壶入垒！倒计时完成。掌声和欢呼声经

久不息，在鸟巢上空余音缭绕。

　　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中，8名残健融

合的护旗方阵护卫着国旗，行进在晶莹剔透

的冰面上格外动人。仪式旗台两侧，24名视力

残疾人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迎接国旗

入场。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当国旗冉冉升起，大家共同唱响

国歌，表达对祖国的拳拳深情。听力残疾人用

手语演唱国歌，唱响对祖国的热爱。这一刻，

现场不少观众的眼中闪着泪光。

　　运动员入场式环节，开幕式的热情再次

升温。四个憨态可掬的“雪容融”滑入现场，带

出两条冰雪赛道，全场呈现为一个冰雪赛场。

场地上映出“欢迎”的中英文字样。

　　本届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容融”，代表

着友爱、勇气和坚强。其原型来自于中国灯

笼。外形发光的属性寓意着点亮梦想、温暖世

界。“雪容融”张开热情的怀抱，欢迎来自世界

各地的老友新朋。

　　在本届冬残奥会会徽的背景下，比利时

代表团在旗手带领下首先入场，其他各参赛

代表团及旗手紧随其后踏冰雪赛道而来。舞

台中央出现巨幅国旗，这一展示方式是本届

冬残奥会对所有参赛代表团及旗手的尊重和

礼遇。

　　东道主中国队最后入场，旗手郭雨洁和

汪之栋走在队伍最前方，精神抖擞。《歌唱祖

国》开始响起，伴随熟悉的旋律，全场观众开

始沸腾，掌声、欢呼声再次响彻鸟巢上空。

　　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冬残奥会是2002年

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当时由4名残疾人组成

的中国残奥体育代表团，参加了高山滑雪、越

野滑雪两个大项、8个小项的比赛。

　　从那一刻起，中国冬残奥军团迈出的每

一步，都在创造新的历史。

　 8年前的索契冬残奥会，中国轮椅冰壶队

获得第四名，创造了中国冬残奥军团在冬残

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4年前的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中国轮椅冰

壶队将一枚金牌收入囊中，彻底打破中国体

育代表团金牌和奖牌为“零”的历史。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是中国第六次组

团参加冬残奥会。中国派出规模最大、运动员

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代表团总人数达到217

人，其中运动员96人，85名为首次参加冬残

奥会。

　　这一届冬残奥会，也是参赛项目最全的

一届。与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相比，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参赛大项从两个增加到6个，小项从

6个增加到73个。

　　这意味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冰壶、

冰球、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季

两项全部6个大项、73个小项的角逐。毫无疑

问，再次刷新了历史。

　 这一次，中国的残奥运动员将在主场作

战，在赛场上高扬精神力量、绽放生命之花，

以乐观顽强的拼搏，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

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未来这10天，他们将把自己的名字写进

冬残奥会历史。 

　　在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展示环节，一位盲

人的手掌上，映出了一枚国际残奥委会标志。

这枚标志，经过手手相传，印在了每一个人的

手掌中。这是历届残奥会与冬残奥会“国际残

奥委会标志”展示环节中，呈现出的最小的标

志。掌心的标志，寓意着将残奥精神铭刻在心

里，生生不息。这一画面，成为本届冬残奥会

的经典时刻。

　　8名旗手手执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入场，升

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唱国际残奥委会会歌。运

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宣誓。

　　火炬传递仪式开始。8名火炬手全部为残

疾人运动员，在体育场中高擎火炬进行最后

的传递。本届残奥会点火方式仍然是由最后

一棒的手持火炬转化为主火炬。

　　还是那片“大雪花”，还是那束微火。不同

的是，点火的人不一样了。最后一棒火炬手李

端是盲人运动员，摸索着在大雪花中放置主

火炬，全场观众大声为他加油喝彩。凝聚团

结、友谊、进步的主火炬点燃，开幕式热情迎

来又一波新的高潮。

　　开幕式导演沈晨说，“我们用了最大胆的

方式，邀请一位盲人运动员来点火。到目前为

止，在我所了解的残奥会和冬残奥会中，还没

有过盲人运动员点火的先例”。

　　火炬嵌入雪花火炬台，微火留在所有人

心中。从这一刻，我们一起守护这心中的一捧

微火，一起守护这触手可及的一片光明。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生命的意义从来都

不是完美无缺，能够心怀炽热之情，唱响生命

之歌，勇敢挑战极限的残奥运动员们，值得更

多关注和掌声。每一个勇敢、坚定的追梦人都

了不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了梦想，他

们一路坚持，不惧风雪；他们挥洒汗水，追逐

荣光；一切的努力，都源于心底的热爱。运动

点燃希望，拼搏成就梦想。

　　今夜，北京拥抱世界。开幕式上出现不少

中国元素，尤其是在开幕式倒计时、国际残奥

委会标志展示、文艺表演以及点火瞬间，纷纷

出现象征团结、友谊、共融的“同心圆”。同心

圆，寓意着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在冬残奥会的

感召下会聚在一起，共享这一届团结、圆满的

残疾人冰雪盛会。

　　今夜，世界瞩望中国。“简约、安全、精彩”

贯穿开幕式全程，将所有规定的仪式环节和

环节之间的衔接作为重点创意对象，力求表

演与仪式相结合，不额外设计过多的表演。国

家体育场——— 鸟巢创造了历史，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冬残奥会和夏残奥会

“双奥”开幕式的体育场馆。

　　今夜，全世界共赴北京冬残奥会之约。北

京冬残奥会是全世界残疾人运动员的盛会，

也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会，更是全世界人民

的盛会。来自五洲四海的残疾人运动员将用

努力拼搏、奋勇争先，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诠释

“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历史必将镌刻这一笔，世界必将铭记这

一刻。

　　这一刻，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已经做好

了准备，我们有信心兑现“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的承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残

奥盛会。

　　这一刻，中国人民、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和

8500万残疾兄弟姐妹，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的冬残奥运动员和各界朋友，分享和见证

精彩的北京冬残奥会，一起向未来！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这一刻，全世界残奥运动的激情被点燃
第十三届冬残奥会开幕式特写

珠海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清远开展联合执法保护冬奥知识产权
  本报讯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冰墩

墩作为新晋顶流需求量暴增，一些商家未

经授权擅自使用冰墩墩形象进行营销，甚

至制造和销售假冒的冰墩墩及周边产品。为

加强冬奥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广东省清远

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与清远市公安局、质

量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行动中，

网络技术调查官开展网络侵权线索排查，知

识产权检察办公室进行法律研判，并向市场

监管部门移交涉嫌违规销售冰墩墩及周边

商品的案件线索，依法打击侵犯奥林匹克

标志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季焕爽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学校的禁毒教育

主阵地作用，连日来，广东省珠海市禁毒办

在辖区各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毒品

预防教育活动。全市各地以“快乐成长、禁毒

同行”“禁毒宣传进校园，守护少年的他”为

主题，组织禁毒社工和禁毒志愿者，通过播

放禁毒宣传视频等方式，讲解“笑气”“奶茶”

“曲奇”“邮票”等新型毒品的伪装术及禁毒

法、戒毒条例等法律法规，揭露毒品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此次活动在全市中小学

校掀起禁毒宣传新高潮，营造了浓厚的校园

禁毒氛围。             全律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3月3日下午，在北

京世园公园，周晓辉作为

第21棒火炬手参加了北

京冬残奥会火炬传递。

　　“我感觉无比荣幸，

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

力。因为这不仅是一项

任务，更是一份特别的

荣誉。没想到自己作为

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也

有机会担此重任，这是对

我莫大的信任。我想，只

有自己不忘初心，做更多

有意义的事情，才对得起

这份荣誉。”今天，周晓辉

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周晓辉现在是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

博士研究生。2011年，正

在读本科三年级的周晓

辉参军入伍。服役期间，

他参加黑龙江流域抗洪

抢险任务，荣立抗洪抢险

三等功一次。2019年7月，

周晓辉被表彰为“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

　　2013年退役后，周

晓辉通过新媒体传播军

旅文化，组织拥军爱军

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军营、走进军营。

　　“这次被选为火炬

手，我想既是我个人的荣

誉，也是对所有退役军人

的鼓舞。”周晓辉说，“退

役军人作为社会正能量

的代表，在很多危急时

刻都冲锋在前，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退役军人，

展示出越来越多的正能量。我也希望把这种

‘退伍不褪色’的情怀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得知要当冬残奥会火炬手的消息时，周

晓辉感到惊喜。“此前我唯一跟冬奥会产生的

关联，是在去年参加关于北京冬奥会国际传

播的课题研究，深入了解了近些年各国冬奥

会的传播策略。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近距离地

接触冬奥会。”周晓辉说，他感到使命在肩，要

更努力才能不负重托。

　　虽然周晓辉的军旅生涯只有两年，给他带来

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既是一次身体上的重塑，也

是一种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它影响了我之后的很

多选择，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周晓辉把军旅经历和所学的新闻传播专

业相结合，创办了军事新媒体账号“一号哨

位”，通过专业且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军人故

事、传播军旅文化、传递军营正能量。

　　“我在部队的第一班岗就是在‘一号哨

位’上，这是军营的大门哨，进入军营离开军

营都要经过这里，是军营内外对话的媒介。于

是，我把军营里的真实‘哨位’延伸到网络空

间，找到了一个讲故事的平台和窗口，也找到

了自己为之奋斗的方向。”周晓辉说。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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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记者徐伟伦 侯

建斌 今天下午，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培

训和志愿服务主题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举

行，来自国家体育馆和延庆冬奥村的志愿

者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相关情况。据介绍，相

关竞赛场馆和冬奥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线

上线下培训，希望在冬残奥会期间，展现中

国志愿者的风采。

　　国家体育馆志愿者经理郭锴介绍说，

作为残奥冰球的竞赛场馆，国家体育馆有

601名志愿者参与整个赛时的志愿服务，服务

范围覆盖场馆内体育、医疗、交通、赛事服务等

22个业务领域，94%的志愿者沿用冬奥会的志

愿者，其中还包括一名残疾人志愿者。

　　延庆冬奥村志愿者主管郑伟博介绍说，从

去年开始，通用课程类培训的内容就已经涵盖

冬残奥会的基本知识以及扶残助残的技巧

和礼仪。志愿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线上课程

已经学习了如何正确地感知残疾运动员们

的需求，包括在残疾运动员的允许下如何

帮助推行轮椅以及如何避免过度帮助等。

601名志愿者参与国家体育馆赛时志愿服务

  3月4日晚，第十三届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图①、图②为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图③为伴随着《冬残奥圆舞曲》浪漫的旋律，画中的色彩在场地中央如溪流汇海，似灿烂朝霞。

  图④为第十三届冬残奥会主火炬被点燃。               　本报记者 徐伟伦 侯建斌 摄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