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姚敏明）对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杨森而言，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电
竞项目国内技术官员（简称NTO）并非偶
然。早在2018年，他就取得国家一级电子
竞技裁判员资格，后加入浙江省电子竞技
协会并先后担任协会理事、裁委会委员、高
校专委会秘书长等职务，还于2021年带领
浙江工商职院团队获得过全国高校电竞联
赛冠军。长期从事电竞项目赛事组织与管
理执行，让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经
验。

尽管如此，杨森还是花了大量业余时
间，投入到赛事准备工作中。

七八月份，本是高校教师休息的暑
假，杨森却紧锣密鼓地参加了国家体育
总局组织的系列培训；9月初，恰逢学校
新学期开学，他所在的后勤服务处（保卫
处）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只能利用夜
间和双休日反复观看亚运测试赛各项目
执裁培训录像，认真学习亚洲各国国旗
及英文发音、电竞比赛常用专业英语术
语等。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和部门同事在亚
运会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杨森
说，“没有同事们的分担助力，我也不可能
出现在亚运会的赛场执裁。”

头戴耳机，身穿蓝色工作制服，全神
贯注地关注场上队员的每一次操作，倾听
每一次内通语音交流……这是杨森在比
赛期间的工作常态，他帅气专注的形象频
频出现于直播镜头，甚至还被网友们设计
成中国队晋级决赛的宣传海报，给很多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切的背后，凝聚着许多不为人知
的艰辛与汗水。

据杨森介绍，电竞比赛期间，所有的
NTO每天早上5：30准时起床，乘坐亚运
村6：10或6：30的班车前往比赛场馆，一
刻不停地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是11点，
返回住处还要继续召开技术工作会议，复
盘当天比赛和布置第二天新项目的技术
指标要求等。

“自9月18日赴亚运村报到以来，每
天工作时长在16小时以上，最大的感觉
就是疲惫，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杨森说，
能让大家克服困难、全身心投入的最大动
力是心中对国家的热爱，以及期望浙江办
好亚运会的初衷和信念。

现已回归学校的杨森表示，将把亚
运赛场上的工作状态投入到本职工作中
去，在工作中不断成长、取得进步。在他
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可以也应当做到精
益求精、开拓创新。是全身心投入还是畏
难懈怠？是不断思考还是按部就班？是保
持激情还是躺平？关键在自我认知和行
动执行力上，“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要牢
记并发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浙江精神吧。”

杨森在比赛执裁中。

首次执裁亚运会赛事
他有很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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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胡俊涵 吴汶芸 蔡
骏）“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这个岗位
上收获这么多有意义的徽章，更没
想到，有机会能与业界‘大咖’畅聊
体育，共同观看紧张激烈的亚运赛
事。”10月8日，在杭州第19届亚运
会闭幕之日，作为亚运会礼宾接待

志愿者，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左芮嘉
和宋璐瑶同学为自己的志愿者经历
而自豪。

礼遇高朋，友待嘉宾。亚运会期
间，亚洲帆船联合会（简称亚帆联）
主席Malav Shroff 与秘书长 Ja-
son Lim到访宁波象山亚帆中心。
左芮嘉陪同两位贵宾来到海上竞赛
操作平台慰问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
员们。她说：“在与亚帆联两位‘大咖
’的交流互动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
比赛的热爱和对运动员的关心，也
感受到了嘉宾对志愿者的尊重。”

宋璐瑶作为一名英语与应用语
言专业的学生，在宁波诺丁汉大学
多元、国际化课堂上的学习经历，使
她在面对外国友人时显得从容而自
信。其间，一批来自日本的官员前来

参观场馆，宋璐瑶沟通后得知，他们
是为承办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
会，前来中国学习相关经验，宁波是
他们此行第一站。她除了用英语与
客人们交谈甚欢，还用日语为客人
介绍了场馆的相关部分，获得了日
本客人们的高度赞赏。临行前，日本
客人将一枚名古屋亚运会的徽章送
予她留念，而宋璐瑶也回赠了一枚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徽章。

小小的徽章，跨越了国籍和文
化，承载着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宋
璐瑶说：“礼宾接待志愿者最重要的
便是陪同与微笑。我在这个岗位上
深刻体会到，尽管大家有着不同的
文化背景，但我付出的热情和友好
能为自己赢得对方的尊重，这让我
感到无比快乐。”

担任亚运会的礼宾接待志愿者

宁诺“小青荷”收获多

宋璐瑶搜集到的徽章。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
者 戴斌）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
田径赛场，来自宁波市实验小学的
李华老师作为国内技术官员，全程
担任径赛项目起点助理发令员。圆
满完成任务后，他向记者表示：“这
是我成为国家级裁判以来参与的
最高级别田径赛事，有幸见证了亚
洲最高水平的‘飞人’角逐，也全程
见证了亚运会田径赛场的激情热
浪。”

李华在2010年成为田径国家
级裁判员。这一资格证书的取得并
非易事，田径国家级裁判员每两年
举行一次资格考试，每次全省只有
5个左右的名额。

“之前我是学校田径社团带训
老师，帮助学生提高业余田径训练
水平，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比赛。

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将多名队员
输送到上级专业队，但想参加全国
级田径赛事，概率还是很低的，后来
我想多一种方式参与各类田径大
赛，就加入了考试裁判等级证书的
行列。”李老师介绍。

获得国家级裁判员证书后，李
华参与了不少国内国际田径赛事的
裁判执法工作，包括亚洲室内田径
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和全国室内田径
锦标赛总决赛等全国大赛。

“每次赛事的感受都有所不
同，级别越高难度越大，每次遇到
的突发状况也不一样。这次很幸运
能站在亚运会田径赛场，心情也很
激动，但心理压力也很大。毕竟参
加比赛的都是亚洲顶尖水平的优
秀运动员，裁判工作不容有失。”李
华说。

“不出差错的前提是业务要精，
反应要快，处理要果断。每一场跑步
比赛鸣枪前，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精
神观察起点的所有情况。特别是短
跑和跨栏等项目，运动员起跑反应
速度非常快，所以起点裁判工作人
员的观察必须细致入微，才能及时
对运动员抢跑等犯规现象做出判
断。”李华说。

如今圆满完成亚运会裁判工
作，李华感觉特别自豪，“亲身参与、
现场见证了这场盛会，是终生难忘
的。看到我们中国运动员表现出色，
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感觉非常自
豪！另外，卓越的场馆硬件设施和完
美的赛事服务，以及每天座无虚席
的热烈氛围，体育场里现场DJ播放
的激情音乐等，每一个环节都令人
记忆深刻。”

为亚运会田径比赛“发令”

李华在亚运会田径赛场李华在亚运会田径赛场。。

宁波这位小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