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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袁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坑舞火
龙体验活动上袁四位年龄不同尧职业各异的香港市民因共

同的热情相会遥
文职人员卢琬文专注地听着讲解袁 为第一次参与制作火龙而兴

奋不已曰金融从业者郭家威撸起袖子袁体验用珍珠草扎火龙的乐趣曰
企业家李家伦受乡土氛围感染袁不时开怀大笑曰跨国公司前高管谭慧
芬做起了翻译袁以流利英语和亲切态度展现香港的野好客之道冶遥

他们有相同的身份要要要旅游义工遥
2009年起袁香港旅游发展局开启野旅游义工冶计划袁招揽市民袁穿

着义工服饰袁在旅客咨询中心尧各大盛事现场袁提供地道的旅游建
议袁让到访旅客感受香港独有的温度与魅力遥

最浪漫的事

郭家威在香港金融界工作

多年，6 年前成为旅游义工。
“2018年 9月，香港西九龙高铁
站正式启用。我有幸作为首批义

工，迎接第一班从内地驶来的列

车。”忆及义工初体验，郭家威眼

中闪光。

“那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的

启用，更是香港与内地同胞心灵

相通的桥梁。”郭家威说，“我觉

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事。”

作为背包客，郭家威足迹遍

布东南亚，深知旅途中的每一份

需求与渴望。如今，他以本地人

身份，担当旅客的贴心向导。“我

乐于分享那些只有地道香港人

才知道的趣处，同时也渴望成为

文化使者，从旅客那里汲取世界

各地的文化与美食精华，再将这

些宝贵的体验带给亲友。”他微

笑着说，这是一种双向的滋养。

对于退休的谭慧芬来说，她

的义工生涯有诸多难忘瞬间。她

曾帮助一位自幼移居英国的港

人老者，凭借一张张泛黄的旧照

片，重寻儿时记忆。“老者 5岁便
离家，如今首次回港，只想找回

那些童年的印记。我陪着他，一

一对照照片，最终找到了 20张
照片中的 19个拍摄地点。”谭慧

芬满脸幸福。

“我现在每周工作七天，比退

休前还忙碌。”谭慧芬细数自己的

日程，从参与红十字会寻人服务，

到成为海洋公园的教育大使，再到

进校园举办非遗工作坊，她乐此不

疲。“早在退休之前，我就已经加入

了旅游义工的行列。这不仅丰富了

我的人生，更让我在奉献中找到了

真正的价值与快乐。”

重新野发现冶香港

参与大坑舞火龙活动，让本

地姑娘卢琬文看到了香港的另一

面。“亲临现场观赏舞火龙，我才

体会到原来制作工艺这么复杂，

更深入了解了它承载的深厚历

史。”她兴奋地说，“我渴望将这份

独特的体验分享给每一位来港的

朋友，让他们也能亲眼见证并沉

浸于这一艺术传承之中。”

参加完舞火龙活动，义工新

人卢琬文又一口气报名了旅发

局组织的多项培训活动。从跟随

社交媒体知名博主学习摄影技

巧，到实地探访网红景点并留下

打卡照，再到体验长洲的平安包

工作坊……卢琬文逐渐发现，即

便是再熟悉的地方，也藏着美景

与惊喜。

另一位新加入的义工李家

伦目前正在香港大学攻读教育

学博士学位。“你待人这么友善，

为什么不成为旅游义工，将香港

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朋友的

一句话让他从心动转为行动。

作为多家基金会的创立者，

李家伦不仅在企业管理和慈善

事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

机会游历全球 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这么多年的旅行经历中，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独特的旅游

义工计划。香港有这么好的项

目，我无比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他感慨道。

李家伦表示，努力把香港作

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

力展现给世界。“在这里，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都能找到与自己

文化相呼应的元素，感受到香港

独有的文化韵味。”

7万小时的成长

在熙熙攘攘的尖沙咀天星

码头九龙旅客咨询中心，香港旅

发局的红帆船标志格外醒目。这

是旅游义工志愿服务的工作地

点之一。

自晨光初现到夜色降临，前

来咨询的旅客络绎不绝，这也是

很多人认识香港的重要一站。旅

游义工们用专业和热情，见证了

无数旅客与香港的美好邂逅。

“20多年前曾来咨询过的外
国夫妻，多年后带孩子再来旅

游，特意进来问香港现在有什么

好玩的地方。”旅发局旅客服务

总监郑碧芝笑着说。

据介绍，2023—2024 年度，
旅游义工与旅发局旅客服务团

队携手并进，为超过 200万名游
客提供旅游建议，回复逾 230万
次查询，专业表现获旅客好评。

“过去 14年，我们的旅游义
工已经提供了差不多 7 万个小
时的服务。”作为在旅发局工作

20多年的见证者，郑碧芝目睹了
义工队伍的茁壮成长与香港旅

游业的变迁。

如今，这一义工计划正蓬勃

发展，今年更迎来了申请人数与

成功组队人数的历史高峰。

“香港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

多元化。”说起变化中的香港，郭

家威觉得，“或许 10年前，人们提
及香港，首先想到的是购物与美

食。如今，从国际羽毛球公开赛到

网球比赛，众多顶尖运动员的到

来，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谈及香港不变的“好客之

道”，郑碧芝说：“通过为期约三

个月的全面培训，我们致力于让

每一位义工紧跟香港旅游的最

新趋势，掌握待客的艺术，以更

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向世界讲述

香港故事。” 渊据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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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旅游义工院见证美好邂逅 传递香港温度

凝聚对志愿服务的热爱与执着 野小鹿鹿冶为体育盛会添彩
“同学，我的比赛用鞋不太

合脚，有点偏大，可以帮我换一

双吗？”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

“运动会”）押加项目的赛场上，

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选手连德

安向一旁的“小鹿鹿”求助。“小

鹿鹿”是本届运动会青年志愿者

的昵称。比赛期间，近 7000 名
“小鹿鹿”来到各个赛场、交通枢

纽和保障酒店，为运动员及相关

人员提供贴心的服务。

运动会志愿服务指挥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志愿者们已通过

系统性的集中培训，并深入学习

了民族文化知识，熟悉各项赛事

规则、掌握基本的应急处理技能。

押加是一种趴着拔河的体

育项目，任何与摩擦力相关的因

素都会影响比赛结果。为保证比

赛的公平公正，本届运动会组委

会向每一名参加该项目的选手

统一提供比赛用鞋。来自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的大三学生王丽莹

就是本届运动会负责协助发放

和收纳押加项目比赛用鞋的一

名青年志愿者。收到连德安的求

助后，王丽莹立即向裁判反映相

关情况，并帮助该名选手换上了

合脚的备用鞋。比赛结束后，他

第一时间向王丽莹表达了感谢

和称赞。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志愿

服务，也是第一次看押加比赛。

我觉得这个比赛项目很有意思，

我也很荣幸能参与到大型赛事

中，为大家提供志愿服务。”王丽

莹说。

除了合脚的比赛用鞋之外，

干净的比赛场地对于选手而言

也同样重要。来自海南万宁的吴

素云是一名负责擦拭押加项目

比赛场地的青年志愿者。比赛

时，选手双脚蹬地，身体前倾，

“我把比赛场地擦得干净一些，

也能帮选手减少一点干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馆

是本届运动会押加项目的比赛

场地，在为期 4天的比赛里，每
天都有近 200 名该校学生在该
比赛场地从事志愿服务。在这些

青年志愿者里，不仅有汉族学

生，还有黎族、壮族、蒙古族等少

数民族学生。他们和馆内的运动

员、观众等一起，共同见证这场

体育盛会。

三亚学院学生赵海元不仅

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本届运

动会，还在运动会上结交了很多

新朋友。赵海元说，每天早上，天

刚蒙蒙亮的时候，他和其他志愿

者就已准时聚集在一起，准备开

始工作了。“工作时，大家按照分

工有条不紊地进行各自的工作。

休息时，大家一起吃零食，分享

趣事。随着运动会的进行，大家

也从一开始的陌生到现在的默

契，就像一家人一样。”

同为三亚学院学生的吴俊

佑以交通调度岗志愿者的身份

参加了本届运动会，与交警、安

保人员“并肩作战”。三亚学院体

育馆是本届运动会民族武术项

目的比赛场地，在该项目的第一

个比赛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

团民族武术项目的一名选手因

故无法进入比赛场馆。见状，吴

俊佑迅速联系相关工作人员，最

终在吴俊佑的协调和引领下，运

动员顺利进入比赛场地。

“和交通调度岗的其他小伙

伴一起团结协作让我非常难忘。

无论是工作期间大家的默契配

合，还是与交警、安保人员的及时

对接，都彰显了我们团队的强大

凝聚力。每一次紧急处理、每一次

迅速响应，都凝聚着我们对志愿

服务的热爱与执着。”吴俊佑说，

当运动员洋溢着笑容，挥手与志

愿者告别时，那一刻，所有的疲惫

都化作了深深的满足感。

在本届运动会赛事中期举

行的民族大联欢活动中，“小鹿

鹿”们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与

上万名运动员、嘉宾一起踏歌起

舞。各族儿女齐聚三亚，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唱响民

族团结友爱的动人旋律。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旅游义工谭慧芬渊左一冤为参加大坑舞火龙体验活动的外国人翻译 旅游义工卢琬文渊左二冤在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参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