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萬義工同心 全運會添動能
本報專訪4導師領袖分享心得 退休警：活用專業經驗獻力盛事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將於今年11月首度

由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香港賽區承辦劍

擊、籃球、場地單車等八項賽事。為迎接

這項國家級盛事，香港特區政府提前兩年

籌備，吸引逾3萬名市民踴躍報名參與義

工服務，經嚴格篩選後，最終組成約1.8

萬名成年義工及2,000名學生義工團隊，

年齡橫跨15歲至80餘歲，堪稱香港歷年

規模最大、最多元的義工隊伍。香港文匯

報日前專訪了4名義工導師及領袖，他們

來自不同領域，因服務社會的初心匯聚一

起，從危機應對、人群管理到科技應用，

這群義工將以專業經驗與團結協作，為賽

事注入溫暖和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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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警隊服務36年的退休警務人員陸海豪
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全運會是

粵港澳首次聯手辦賽的歷史機遇，相信近兩萬名
義工的努力將匯聚成洪流，向世界展現國家的強
大實力，「萬幾個義工，只要我們每個人再行前
一步，就是萬幾步。」

曾參與大型活動管理經驗豐
陸海豪在警務生涯中曾參與無數的大型活動管
理工作，包括節假日期間蘭桂坊的人群疏導，以
及2008年香港奧運馬術比賽的內外圍保安協調。
1993年蘭桂坊發生踩踏慘劇，雖然當時陸海豪未
親歷現場，但其後的每次人群管理任務，都令他
學到寶貴經驗，「我們學會了潮水式和單向式的
人流控制，設立緊急通道，利用廣播系統疏導人
群，並與商戶、媒體提前協調，這些經驗在全運
會這樣的大型賽事中同樣適用。」
在香港2008年舉辦奧運馬術比賽期間，香港警
務人員和一眾義工的表現也令陸海豪記憶猶新。
他說，當時眾人不計個人得失，全心投入，「那
段時間，每一個我們的香港警察、紀律部隊，甚
至是義工，沒有人計較加班或補償，都是全情投
入，不是為了個人或部門的成功，而是為了整個
香港、整個國家的榮譽而努力。」
他認為警務工作與義工角色在核心上殊途同
歸，本質均是服務社會，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
同：警務工作強調紀律與效率，義務工作更注重
協作與奉獻，但兩者都要求高度的責任感，「義
工不只是完成任務，同樣要意識到自己的工作代
表香港、代表國家。」

選拔規模空前 體現港人對國家盛事熱情
陸海豪直言，今次全運會義工選拔規模空前，
3萬多人報名，最終選出近兩萬名義工，堪稱香
港乃至全國罕見，但這正正體現了香港市民對參
與國家盛事的熱情，「我做義工的心態很簡單，
就是願意為社會貢獻一分力。這麼多人參與，也
說明義工服務是每個人都能自然踐行的行動。」
這份初心讓陸海豪從警務工作過渡到義工角色
時，依然保持熱情與使命感。
他相信只要每個義工都能「向前邁一步」，萬
餘名義工的努力將匯聚成強大的力量，「如果全
香港700萬人每日前進一步，那就是700萬步，加
上澳門和廣州，數千萬步的合力將無可限量。」
身為義工領袖，陸海豪希望通過全運會激勵年
輕一代，並對年輕義工充滿信心，認為即使曾有
部分青年在2019年社會事件中迷失方向，但通過
正確引導，他們仍然能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我們要向前看，通過愛國主義教育，讓年輕人
理解祖國的價值。」

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運會香港賽
區統籌辦公室於去年7月展開全運會義工招募，首
輪面向18歲以上的成年人。統籌辦總項目經理
（義工計劃）林文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
言，市民的熱情超乎想像，兩個月內收到逾3萬份
申請，遠超原定1萬人目標。第二輪針對15歲至
17歲青年的招募於同年10月至11月進行，亦吸引
近2,000人申請。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學生、
退休人士、公務員及企業員工，亦有來自近230個
非牟利機構、制服團體及專業團體的團體申請。
為公平甄選，統籌辦邀請近300位社會賢達擔任
義務評審，包括教育界、體育界及醫療衞生界代
表，確保程序獨立透明。同時，為方便申請者，
面試通常安排平日晚上、周末及假期進行，申請
者可選三次機會參加。
今年1月，經過逾1,000場面試，統籌辦終於選

出約1.8萬名成年「暫准義工領袖」及「暫准義
工」，年齡介乎18歲至逾80歲，平均45歲。林文

明解釋，面試以小組形式進行，評估申請者的粵
語及普通話能力、溝通技巧和團隊合作精神。部
分具大型活動經驗或領導才能的申請者，可擔任
義工領袖。

需通過培訓及測試賽方「上崗」
通過面試後，暫准義工還要完成各項培訓，內

容涵蓋全運會介紹、義工守則、禮儀、溝通技
巧、法規講座、緊急應對及人群管理技巧、模擬
測試賽處境等。義工領袖另需完成6小時專項培
訓，聚焦團隊管理、危機處理及媒體應對。林文
明強調，全運會是全國最高水平賽事，義工需通
過培訓及測試賽表現，否則無法正式「上崗」。
為在漫長的準備階段中激發義工熱情及提升凝

聚力，統籌辦會舉行誓師大會、100日倒數及火炬
跑等活動，「誓師大會將集合所有義工，設置一
些趣味環節。火炬跑則邀請義工擔任火炬手，優
先考慮殘疾人士、家庭義工或長者，表揚他們的

貢獻，並體現全運會的包容精神。全運會後，我
們還計劃明年2月舉辦感謝大會。」
隨着賽事結束，統籌辦亦將解散，但林文明相

信，這批受過訓練並同時有心服務社會的義工，無
疑是寶貴的社會資源，「我們會詢問義工未來是否
願意繼續參與類似活動，再與其他機構協調。」

港賽區統籌辦：市民申請熱情超乎想像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香港義工梁子敏帶隊
往北京，今屆全運會將再次以義工領袖身份參與盛
事。跨越17年的義工歷程，從北京的羽毛球場到香
港的全運會舞台，她用行動詮釋義工精神的內
核—分享經驗、服務社會。
梁子敏憶述，2008年北京奧運令她印象最深的

是嚴謹的審核過程：從義工申請到培訓，再到實
際參與，歷時數月，包含講座、實地考察與團隊
磨合，「由申請到成功前往北京，是一段相當長
的時間，其間有很多培訓、講座， 到實際在現
場，還接觸到與我一起工作的一班團隊，一同起
居生活。」
她介紹，當時所在的義工小隊約有18人，她由於
經驗豐富被選為副隊長，在北京工業大學的羽毛球
場負責場地協調與觀眾服務，「我是代表香港去
的，整個香港團隊約有200人，分不同的組，有幾
位很資深的領隊，我當時是副隊長，因為有林丹參
賽，所以十分熱鬧，有很多粉絲，但保安秩序維持
得很好，並沒有出亂子。」
在為期兩周的賽事中，梁子敏不僅感受到團隊協

作的魅力，還從年輕義工的創新思維中汲取靈感，
「當時團隊其他成員都是年輕的大學生，他們玩的
時候很盡興，工作時亦非常認真，思維新穎，讓我

學到很多，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問題。」

與團隊共生活共成長
她坦言，這段奧運義工經歷令自己意識到，義工

不僅是付出時間，而是與團隊共同生活和成長，
「不要只專注自己的崗位，多觀察其他義工的工作
方式，這樣學到更多，也更易融入團隊。」
時隔近20年參與全運會義務工作，梁子敏笑言現

時科技突飛猛進，全運會將使用即時數據分析、智
慧化管理系統等科技，令她感到期待，「當年我們
在北京，靠walkie-talkie（對講機）溝通，現在電子
設備已非常高效，但也要求義工快速適應新技
術。」她建議義工應提前熟悉科技工具，並加強粵
港澳跨地區溝通，「全運會是粵港澳首次聯手舉辦
全國性賽事，希望將北京的經驗傳遞下去，與新義
工共同創造難忘回憶。」
談到做義工的初心，梁子敏直言並非追求崇高目

標，而是希望分享經驗、服務社會，「我之前在設
計建築領域有數十年的工作經驗，現在退休了，這
些知識如果可以用來幫助他人，為年輕一代提供一
點啟發，我就覺得值得。」她的家人與朋友亦給予
全力支持，「他們覺得我能代表香港參與全運會工
作是很光榮的事。」

從事教育工作數載的前中學校長梁鳳兒，退休後
以義工服務的新使命繼續回饋社會。儘管有過多次
參與大型活動的義工經驗，但今次是她首次參與國
家級盛事，令她倍感榮幸：「全運會是難得盛事，
我不想錯過，也希望學生把握這個機會，探索自己
的潛能。」她認為參與義工服務對學生能產生深遠
影響，不僅可接觸社會不同背景人士，增長見聞，
更能鍛煉處事能力，鼓勵年輕人將義工經歷視為個
人成長與職業規劃的起點。
身為全運會義工導師，梁鳳兒負責培訓義工禮儀和

溝通技巧。她強調，義工的專業表現對大型活動服務
質量至關重要，故在培訓中特別強調溝通的藝術，
「溝通是義工服務的基石，好的義工需具備良好聆聽
能力，準確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並以同理心回應。」

全運會舉行期間或會出現各種突發情況，甚至可
能有人因不了解情況而無故對義工「發難」。她鼓
勵義工管理自身情緒，秉持服務宗旨，「無論遇到
什麼情況都不要生氣或介意，始終以專業態度，以
做好服務作為最高宗旨。」她傳授簡單實用的技
巧：「當感到心急時，我會提醒自己冷靜三次，保
持笑容，然後慢慢與對方溝通。培訓時我也是這樣
告訴其他義工。」

勉年輕人將經歷視成長平台
今屆全運會義工中約2,000名是中學生。梁鳳兒相

信對年輕人來說是難得的成長平台，透過做義工會
接觸賽事後勤、媒體公關等領域，結識不同背景的
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傳媒工作者，甚至經驗豐富

的長者，汲取多元人生智慧，探索職業可能性，
「全運會不僅是一場體育盛事，更是學生拓闊視野
的機會，義工服務亦是課堂教育的延伸。」
在她眼中，教育不應局限於書本，義工活動讓學
生走進社區，面對現實挑戰，培養適應力、溝通技
巧和同理心。當學生學會控制情緒、以專業態度服
務他人時，這種成長將伴隨終身。除培養軟技能
外，全運會的科技應用，如低碳和節能技術，能夠
讓學生親身體驗科技如何融入生活，「學生能從真
實場景中學習，了解科技如何推動可持續發展，也
見證國家的科技水平。」
梁鳳兒雖已退休，但仍活躍於教育界，近期剛從
武漢帶領教師交流學習返港。她將義工服務視為終
身學習的體現，「做義工不僅是服務他人，也是寶
貴的歷練，希望能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分享給年輕
人，協助他們成長。」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黃麗芳是多才多藝的領
導者，活躍於科技、婦女權益和區域發展等
領域，還兼任電台主持和專欄撰稿人。憑藉
參與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香港會議、「特首
盃」賽馬等大型活動的經驗，她成為今屆全
運會的義工導師，專注於危機管理和媒體關
係方面的培訓。

提醒義工注意行為規範
黃麗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在全運
會這樣大型賽事中，公眾的整體觀感可能
取決於一件小事，尤其在社交媒體時代，
「人人都是記者」，義工的一舉一動都有
可能被放大檢視，「可能義工只是吃個零
食或玩手機，但如果被拍到上網，就可能
被誤解為不專業。」因此，她在培訓中會
提醒義工注意行為規範，教導義工如何與
媒體互動、化解誤解，在壓力下保持正面
形象。
她憶述自己在博鰲亞洲青年論壇的一次難
忘經歷：當時任嘉賓的知名演員周星馳到
場，激發了粉絲的熱情，現場秩序一度混
亂，「每個人都想拍照，但周星馳明確表示
不接受採訪。」面對這突發情況，她迅速作
出決斷，組織男性義工圍繞嘉賓形成保護
圈，沿預先規劃出口路線護送其安全離開。
這次經驗也成為她培訓全運會義工的寶貴素
材。

須按現場需要靈活調配崗位
黃麗芳強調，義工不應固守崗位，而應根
據現場需要靈活調配，以冷靜和團隊合作應
對危機，才能確保賽事安全有序舉行，「遇
到突發事件要執生，無論義工本來負責什麼
職務，都要聽從指示，迅速行動。」
身為義工導師，她曾面試過多名義工，部
分人履歷豐富多彩讓她感嘆，「有退休政府
高官，還有一些在大型活動方面比我更專
業，也有社會新人，大家背景五湖四海，光

譜這麼廣，但我覺得不要緊。」由於義工服務的對象
是人，既有心做義工，到會場時就應放下其他職業身
份，「我是來做義工，聽大會指示做好事情，建立這
個正向思維很重要。」
自稱「斜槓青年」的黃麗芳在多重身份間遊刃有
餘，讓她更擅長理解不同觀點，「我自己有不同的
協會，包括菁英會、互聯網專業協會、5G產業聯盟
等，我也是電台主持人，亦會寫專欄，因我有多重
角色 ，反而會更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
黃麗芳強調，全運會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重
要里程碑，期望透過義工服務，促進區域交流，
推動青年對大灣區的認同感，以開放心態面對不
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全運會讓粵港澳三地義工
共同參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年輕人攜手合作，他
們會建立友誼，相互學習，這對大灣區的未來至
關重要。」

從京奧到全運會 資深義工盼傳遞經驗

強調溝通藝術 退休校長：時刻做好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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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准義工與導師互動交流，分享義工
服務心得。 統籌辦供圖

●香港文匯報日前專訪4名義工導師及領袖，他們來自不同領域，因服務社會的初心匯聚一起，從危機應
對、人群管理到科技應用，這群義工將以專業經驗與團結協作，為全運會賽事注入溫暖和動力。左起：陸
海豪、黃麗芳、梁鳳兒、梁子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林文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