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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大学生帮亲助邻反哺家乡

返乡做公益 收获圆满假期

“十四冬”冰壶赛已接近尾

声。2月 26日上午 9点，男子公
开组进行两场半决赛。清晨 6点
刚过，距离比赛开赛还有三个小

时，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冰

球冰壶馆里已是一片繁忙景象，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做着

赛前准备工作。制冰、清扫、打

点、磨平……繁杂且细致的工作

中少不了一群身着白色羽绒服

的身影，他们都是“十四冬”的志

愿者，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小

雪团”，翁涛就是其中一员。

翁涛来自呼伦贝尔学院，是

冰球冰壶馆竞赛部场地器材组

的一名志愿者，他的工作是辅助

制冰师清理冰面上的灰尘、碎冰

以及冰壶的擦拭工作。“冰壶比

赛对场地的要求非常高，每一个

细节都会影响运动员的比赛成

绩，为了保证比赛成绩的公平公

正，我们的工作要非常认真、细

致。这样的工作一天最少做两

次，比赛多的话可能会做四次，

一次大概两个小时。”

“十四冬”冰壶比赛从 2月 14
日开赛，而翁涛和他的小伙伴们

春节前就已上岗，半个多月来，他

们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整天。

在“十四冬”各个场馆、媒体

中心、下榻酒店，随处都能看见

“小雪团”的身影，他们默默守护

着每场比赛的顺利进行，也见证

了无数奖牌的诞生。

同是来自呼伦贝尔学院的

王旭是一位服务裁判员的志愿

者。“每次看到裁判员手中的比

赛成绩单，我都发自内心地为取

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们感到高兴，

同时也为自己能参与这么光荣

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王旭说。

董佳璐是一位礼仪志愿者，

在短道速滑比赛场，她多次目睹

了自己喜爱的运动员或是登上

领奖台，或是抱憾而归。无论怎

样，董佳璐都觉得服务“十四冬”

是一次难得的受教育过程：“通

过近距离观察，自己看到那些运

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坚持

不懈的精神，它将时刻激励着我

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可爱的“小雪团”还有很多，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谈及不能

回家过年是否有遗憾时，他们的

回答不约而同———“值得”。他们

认为得到的、学到的，比放弃的

要多。

30 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也
来到了“十四冬”，他们分别来自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原来，他们是两年前北京冬

奥会上的志愿者，当时人们称他

们为“小雪花”。两年后，这群“小

雪花”们又来到了呼伦贝尔，变

成了“小雪团”，与呼伦贝尔两所

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共同

承担在海拉尔赛区的开幕式、速

度滑冰、短道速滑和媒体服务等

志愿服务工作。

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志愿

者王梓博，北京冬奥会期间在国

家体育馆负责观众服务，“十四

冬”期间在主媒体中心从事媒体

服务，虽然工作内容不相同，但

是他一丝不苟对待工作的态度

是不变的。特别是王梓博服务过

北京冬奥会这样的大型赛事，相

比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的当地

同学更有经验。他也会经常与当

地同伴交流经验。

“小雪花”们不仅把北京冬

奥精神和冬奥经验带到了“十四

冬”，分享给“小雪团”们，同时也

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在主新

闻中心工作的王琳是海拉尔本

地人，她既是志愿者，也是回到

家乡的东道主。王琳笑言“在两

个身份中随时切换”。一到海拉

尔，她就为小伙伴们借来精美的

蒙古族服装，“哈达要献上，民族

服装要穿上，这是蒙古族迎接朋

友的重要仪式”。

据了解，“十四冬”的“小雪

团”总数超过 2000人，其中呼伦
贝尔的海拉尔和扎兰屯赛区共有

1700人，其余的 300余人分布于
乌兰察布凉城、赤峰美林谷赛区。

翟继贤在扎兰屯金龙山雪

场担任礼宾组志愿者。“这是一

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她说，“我

是给苏翊鸣颁奖的志愿者，这一

切都让我太激动了。”

来自扎兰屯职院的学生王

柄森，是裁判房志愿服务组的志

愿者，当得知“十四冬”在家乡举

办时，就开始学习了解相关知

识。“从 12月份的资格赛开始到
现在，只要有比赛，我和组员们

就会协助裁判张贴运动员的出

场顺序和当日的天气情况，确保

裁判房内的环境整洁，带给裁判

员们更好的服务体验，提供足够

的后勤保障。”

“十四冬”呼伦贝尔执委会

志愿者服务工作部工作人员德

荣阁负责志愿者的管理调度，对

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难

点一清二楚，他表示：“志愿者服

务的岗位，几乎包含整个‘十四

冬’的每一项工作。他们虽然岗

位不同，但都能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工作。在很多人们看不到、镜

头关注不到的地方，依然有志愿

者坚守岗位。”

凡是参与“十四冬”的教练

员、运动员、裁判、记者、观众……

无不接受过“小雪团”的服务和

引导，“小雪团”们在寒冷的冬天

带给人们浓浓暖意。

（据《光明日报》）

暖暖“小雪团” 温馨“十四冬”

“假期活动让老年人得到关

怀，也培养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公民意识。”“小孩子的快乐如

此简单。”很多大学生在“圆满假

期”平台上传自己春节携带健康

包探访老人、陪伴留守儿童的照

片，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今年寒假，第 21批 3000余
名大学生带上爱心包裹返回家

乡，走进左邻右舍陪伴他们认识

的留守困境儿童和老人，并一起

贴春联、包饺子，过新年。

“圆满假期”是一个每年寒暑

假常态化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公

益活动的平台，供爱心企业、机构

发起各自的公益主题活动，参加

的大学生返乡后把收到的爱心包

裹送给家乡受助者，并把相关活

动的图文、视频发布在平台上。大

学生帮扶全过程均以透明化、数

据化的方式呈现和传播。

从 2014年平台创建至今，已
有 1931所高校、近 5.5万名大学
生参与“圆满假期”。

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学

生刘大勇，大学 4年的寒暑假都
报名参加了“圆满假期”平台上

的活动。他喜欢“圆满假期”帮亲

助邻做好事的实践理念。几年

来，他成为村民眼里有爱心、懂

感恩、有担当的年轻人。不仅如

此，他还召集 2000多名同龄人组
成大学生“战队”加入“圆满假

期”。2023年即将毕业的他接到
家乡县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邀

请他回去创办一个社会机构，继

续策划、动员、组织从家乡走出

去的大学生和广大乡友，重返故

里发展事业，支持家乡建设。

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毕业后选择回乡反哺和推动

家乡建设发展，对“帮亲助邻就

是慈善”产生强烈共鸣？

近日，记者采访了深耕慈善

事业 26年的职业公益人付一然，
他在部委的官方慈善组织工作

16年后，于 2015年辞职创办了一
家互联网慈善基金会，构建起大

学生公益活动平台“圆满假期”。

在一次次“圆满假期”实践

活动中，这些大学生的意识和思

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

“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成

为什么样的人，在大学几年的成

长尤为重要。通过这个平台助力

学生感恩家乡，在走进左邻右舍

结伴帮扶和情感互动中，收获家

乡人民对他们的肯定，从而产生

心甘情愿参与家乡建设和发展

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耀感，无

疑是有效引导大学生回乡参与

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方

式。”付一然认为，乡村振兴需要

吸引从乡村走出来、对家乡和农

村既熟悉又有感情的广大青年

参与，他们知道家乡有什么、需

要什么、自己能为此做什么。

彭发学是北京工业大学的

一名学生，2014年他参加了第一
期“圆满假期”公益活动，在结伴

帮扶家乡时发现了 11岁吃百家
饭长大的留守儿童彭帆，他家的

房子多年前被大水冲毁，当时独

自一人住在用几根竹竿、一张破

门板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彭

发学在“圆满假期”平台上传了

彭帆的资料，并将此情况反馈给

付一然。在付一然的建议下，彭

发学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我要

为他募个家》公益筹款项目，从

爱心人士设计图纸到施工建设、

房屋交接，每一步都被记录在

“圆满假期”平台上。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学生郑

启航在参加 2015年“圆满假期”
的活动中发现，9 岁女孩儿方倩
因超生没有户口上不了学，便想

办法帮她上户口并成功入学。北

京语言大学学生柏露在参加

2020年“圆满假期”的活动中，
发现结伴的 10岁女孩儿罗梦琪
不仅身处困境，右耳还先天残

疾。于是她千方百计筹集到 10
余万元，四处奔走，先后为罗梦

琪成功完成 3次手术，再造一只
新耳朵。

如今，彭帆成为重庆工贸职

业学院的学生，接力彭发学参与

到“圆满假期”平台的活动，他们

建立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

深厚情谊；方倩在读高中，变成

了一个开朗活泼阳光向上的姑

娘；柏露与罗梦琪成了无话不谈

的好姐妹。像这样利用寒暑假助

人为乐的大学生，“圆满假期”平

台上还有很多。

2014年 1月，“圆满假期”第
一批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

校组织的 400 余名大学生返乡
走村入户，把文具、绘画套装、春

联等礼物带给左邻右舍的留守

儿童。这些学生把做公益的全过

程上传至天涯社区，在网上引起

热烈讨论。网友纷纷留言：原来

公益还可以这么做。“圆满假期”

的出现定义了不一样的慈善形

式，付一然也意识到互联网可以

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儿透明化。

随着队伍不断壮大，2020
年，“圆满假期”从公众号的形式

转为小程序，参与社会实践的大

学生也由北京高校延伸到全国

各地的学校。

付一然介绍，“圆满假期”以

公益创业模式提供平台与服务，

吸引企业、机构入驻平台进行捐

赠或购买服务，为他们开设大学

生活动账号，实现自主管理和运

营各自的活动。通过平台化管理

运营，平台上的活动均在后台全

流程、全过程一键式管理，确保及

时、快捷、透明、有效。捐赠物资管

理也有完善成熟的供应商伙伴体

系，在物资订制与采购、分装与仓

储、运输与配送、验收与签收等方

面有全流程管理体系。

他告诉记者，平台活动以高

校团委、社团为单位，对大学生

志愿者进行统一培训和管理。同

时，该平台运营团队对每个大学

生志愿者的结伴帮扶情况一对

一跟踪服务、指导和监督，促进

大学生志愿者及时准确、真实有

效地完成社会实践任务。

（据《中国青年报》）

在扎兰屯赛区，志愿者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比赛场地固定摄影位置标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