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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杭州亚运会的志愿者服务工作研究 

杨成青 

2022年，杭州将举办第 19届亚洲运动会，这是全面提升政府工作能级和公众社会责任感的大好时机。杭州要抓住这次机会，

以志愿者服务工作为切入点，做好宣传、培训、服务等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和建立志愿者活动

工作体系，掀起全民动员、全员参与为亚运会服务的热潮。 

一、着力培树公众参与社会服务理念 

志愿者活动属于义务服务工作，体现了志愿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愿者活动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人文关怀，提高人

们的人文素养。人文关怀是志愿者行动的内在驱动，人文精神是现代城市的灵魂。 

公众走出自己家庭的小圈子，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投身到社会服务之中，有助于公民拓宽自己的思维，从社会的角度考

虑问题，避免事事从个人角度出发，从而树立起正能量的思维方式。如果人人都能参与进来，对于全民树立服务社会的理念大

有裨益；也有助于公众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和遵守，有助于团队协作能力提高。 

志愿者服务的推广还有带动和辐射作用，能全面提高公众的社会责任感。而参与志愿服务的公众与日俱增，他们的个人素

质和社会责任感也会不断提升，从而可提高城市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 

二、构建基于 2022 年亚运会的志愿者服务工作的运行体系 

（一）构建志愿者服务的宣传网络 

1.广泛宣传，使志愿者活动深入到千家万户。目前，在杭州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交通指挥、旅游指路、社区

服务、老年关爱、卫生管理等都有志愿者参与。在 2022年亚运会之前，政府部门可加大宣传力度，动用新闻媒体、城市广告、

社区宣传册、学校及企业宣讲等各种方式、手段，构建遍布全市的宣传网络，促使人人了解、踊跃参与志愿者活动。 

2.提高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广度。志愿者活动的关键不在于参与人数的多少，而在参与人员的广度。从目前来看，参与志

愿者活动的人员主要集中于两个年龄层次：退休的老人和青年学生。而中年人这个群体参与者相对较少，但从知识结构和人员

素质上来说，这个群体应该是相当高的，但他们正处在打拼阶段，时间、精力有限。加大对这一群体人员的宣传非常重要，相

关部门要千方百计动员他们，提高这个群体人员的参与度。这部分人员的参与有助于带动其下一代共同参与，从而大大拓宽志

愿服务活动的参与面，也有助于提高志愿者群体的整体素质。 

3.让志愿者活动名副其实。志愿者活动的内涵在于“奉献社会”，而不是“获得利益”。绝大多数志愿者本着“为他人服务、

为社会添彩”的理念，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为社会做贡献。但也有一些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动机并不单纯，参与志愿者活动

并不是自觉自愿，工作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对周边人员的负面影响也会很大。因此，在志愿者活动宣传中，一定要突出“志愿”

二字，摒除任何附加条件，让参与人员发自内心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为社会服务。 

4.做好优秀志愿者宣传工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目前在杭州乃至浙江的人物宣传中，优秀志愿者的宣传比较少见。

通过这几年“最美系列”的宣传，很多在各行各业中事迹突出的人物都已深入到市民心中，但其中鲜有优秀志愿者的身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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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优秀志愿者的事迹。要根据志愿者的年龄层次选取被宣传人员，这样有助于受众将优秀志愿者与自己

作比较，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找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方法与渠道，从而达到大家共同参与的目的。 

（二）建立多级培训体系 

志愿者活动的质量与志愿者的培训工作息息相关。多级培训体系是指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志愿者管理部门负责、志愿者

培训讲师授课、志愿者线上学习的培训过程。在现阶段，志愿者的培训工作相对简单，往往是相关部门为了应对某项志愿工作，

将招募来的志愿者进行临时培训，这样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志愿者本身素质的提高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需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多级培训体系，对志愿者进行全面培训，培训内容不仅包括工作内容和服务社会的责任心，还包括待人接物

的礼仪、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从而提升综合素质。多级培训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规范志愿者行为，树立志愿者形象。在各类志愿者活动中，是否拥有“训练有素、执行到位、微笑礼貌”的志愿者是活

动成败的关键。在多级培训体系下，各培训师将志愿者工作的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对志愿者的具体要求讲授给大家，

并在具体实践中让志愿者领会、提高，这对补短板、规范志愿者行为、树立志愿者美好形象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利于树立城

市的品牌形象。 

2.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志愿者团队除了有明确的活动目标之外，还需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团队成员的个人素质、创

造能力和合作精神是保证志愿者活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培养合作精神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 

3.注重志愿者活动的总结提高。总结是提高的捷径。每次志愿者活动结束之后，管理部门要组织参与的志愿者认真总结，

找出活动的成功之处、存在的不足、改进的措施等。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志愿者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种总结进行得越细致、越认

真，活动就越有价值。这样，一次志愿者活动不但可以使志愿者了解到自身存在的不足，还可以为下次活动方案的设计和活动

的组织提供意见和建议，可谓是一举两得。 

（三）建立“政、企、校、社区”多方联动的激励机制 

虽然志愿者活动是义务的、无偿的，但也需要有一套激励机制，以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企、校、社区”多方联动的激

励机制，是指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企业、学校、社区多方联动，对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公众公开表彰。其中，政府部门负责指

导与审核，企业、学校、社区负责对本单位、本辖区的志愿者参与活动情况进行统计、管理，提出表彰意见，政府部门负责发

文予以表彰。多方联动的激励机制作为对人的一种评价，是一种教育方式，是对一个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肯定，还有助于提高

志愿者的参与面，因为受榜样的激励作用和对个人素质提高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服务认知的增加，参与志愿者活动人员的广度也

会不断提升，从而拓宽参与志愿者活动人员的覆盖范围，并为全面提高公众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构建“无缝对接”志愿者管理体系 

1.采用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志愿者管理而言，从省、市、区（县）政府部门到各企事业单位、各大中小院校以及社

区等，均需采取同样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等，所有的模式都应基本相同，而不能出现各

有各的模式、方法，以免志愿者在参加活动时或无所适从，或感觉失落，从而降低志愿者参与活动的意愿，影响志愿服务活动

的质量和发展。 

2.制定志愿者活动相关法律或地方法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有关志愿者的法律条文，志愿者活动也只是根据中央的部分

文件和民政部门的一些要求来开展。地方政府虽然也有一些规定，但对志愿者的培训、权益保障、激励机制、人身安全等都缺

少法律条文的规定和保护，使志愿者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法规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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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各级志愿者服务工作管理部门的统一协调管理。我国目前的志愿者招募管理大体可分为政府部门和一些社会热心人

士出资两种形式。民间资本和热心人士的加入，大大丰富了志愿者活动的内容，拓宽了覆盖面，为弥补政府部门的不足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非政府部门招募的志愿者如何管理？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对各级各类志愿者

招募和管理部门人员加强培训，培训有关管理制度、志愿者培训、安全保障、激励制度等相关内容，让招募者、管理者首先做

“明白人”，要求他们必须规范操作，同时对这些部门和人员加强监管。 

4.健全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监督体系。各级有关部门可以招募一些有强烈责任心的社会人士作为志愿者活动监督员，以弥补

相关部门人员的不足。这些监督员其实也是志愿者活动的一部分，他们经过相应的培训，可以有效监督各级各类志愿者活动，

同时还可以及时为活动组织者提供相应的指导，为志愿者活动达到最佳效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系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

究规划课题（编号 ZMZC201769）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