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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没回家 24小时不敢关机
他们甘心做进博会的“幕后英雄”

昨天，为期六天的进博会落下帷幕，在这场盛会召开的背后，有无数工作人员为之付
出艰辛的努力。他们中有第一时间巡视，保障场地清洁的保洁部负责人，有为了进博会
24小时驻场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的场馆运营负责人，有没有时间进场馆看一眼、展馆外
维持秩序的交警……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钟雷

24小时服务世博 连续半月不回家
负责场馆搭建的点意空间展览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彦介绍
说，此次他们负责进博会280多个场
馆的搭建和场馆运营。“我们搭建场馆
比较有经验，点意空间曾是当年世博
会中国馆的主场管理机构。从世博会
到进博会，每个人都非常合作，没有丝
毫怨言。”

“遇到的难题实在太多了，我24小
时待在场馆，在办公室搭个小床休息，
整整半个月没回家睡觉。”张彦透露说，
自己要协调各种事情，有的工具拉不进
来，要紧急处理。进博会全场有300多
个进宝，全部进馆的时间很紧，这些吉
祥物到岗的时候距离开幕只有几个小
时，凌晨四点才在园区里各就各位。

“几乎每一件事，每一个场馆遇到
的事情都是急事。我们几位老总都没
时间吃饭，简单吃点方便面就凑合过
去了。这些天来24小时不敢关机。”
张彦表示，11月10日进博会闭幕了，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为圆满完成任
务感到骄傲。同时大家都对进博会恋
恋不舍，毕竟每个场馆都是自己看着
搭建起来的。

进博会新闻中心保洁部临时负责
人王芳昨天也终于得以准点回家。
王芳告诉记者，自己来自上海陆物清
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是被临时抽调
到首届进博会工作的，王芳曾服务过
世博会，在园区待了一年左右，有大
型展会的服务经验，但这次是她第一
次和媒体打交道，她觉得既兴奋又光
荣。“我们11月 3日就过来了，毕竟
这是首届进博会，我们在入场前都非
常期待，打算到现场多学习多交流。”

进博会举行期间，王芳和同事们
上上下下跑个不停，频繁地巡视各个
公共空间和工作区，哪里有突发状况，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我们
的工作人员走动很勤快，一旦发现有
东西打翻，或者有什么状况，保洁员都
会在3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我们通过
微信群开展工作，工作人员巡视发现
问题后，会就近安排保洁人员。此外，
我们还和‘小叶子’联动，鼓励他们爆
料给我们。”

王芳表示，通过连日来的交道，她
觉得新闻记者非常辛苦。保洁部门的
工作时间是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半，
5日开幕那天新闻中心延时到12点关
门。一般保洁人员会等所有记者都走

了再做收尾工作。“当记者太不容易
了，工作时间长，节奏也很快，有一天
最紧张的那天，有家媒体的记者通宵
工作，到了12点我们和他们打招呼，
第二天一早赶过去提供服务。”

全程场外忙碌 从未进过场内
进博会期间，国展中心南广场成了

不少入场观众必去的打卡胜地，而在广
场外的一号门外，一些市民特意赶来与
进博会合影。在他们身边，青浦交警支
队二大队民警沈驶晨则在车辆驶过时，
提醒拍照人群靠边避让，避免行人与车
辆发生事故。虽然6天来始终驻守在国
展中心一号门外，但他却从未踏入身后
的展馆，只能通过朋友圈中的照片体验
进博会的风采。

随着这两天团体观众入场，沈驶晨
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每天上午5点
半上岗，晚上7点半左右下班，早出晚归
已成为他的“进博作息表”。算上进博
会前的安保任务，这周已经是他连续工
作的第五周。“问路的人多了不少，很多
人看到南广场这个大logo，但不知道一
号门不能进，还会直接穿马路走过来，
出现一些乱穿马路的违法行为，我都会
及时制止。”此外，不少车辆沿盈港东路

驶入后，开到1号门口附近询问停车场
的方位，而国展中心附近有十多个停车
场，有时候沈驶晨所指的停车场已经停
满，还会有驾驶员折返来指责他怎么指
了个没位子的停车场。“这些都是小插
曲，每天要接受几百个人问路，也就不
会在意被指责了。”

虽然在最靠近进博会展馆的地方
呆了6天，但实际上，沈驶晨却没有进
展馆看过一眼。“本来想最后几天有时
间的话进去逛一下，但是到了最后一
天发现根本没有空。”他说，小遗憾肯
定有，但可以等明年进博会的时候进
去看看，“如果到时候有空闲的话。”

回顾此次进博会的安保经历，沈
驶晨表示，自己算是圆满完成了组织
赋予他的任务。“唯一的小瑕疵就是前
几天工作压力很大，精神高度紧绷。
每天几百个人来问路，到下午的时候
有些观众来问路，自己没精力特别详
细地指路，有点对不住他们。”

对于沈驶晨而言，从警第二年就
能够参与进博会意义非凡，“虽然辛苦
点，但是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样的盛
会，累点就累点吧，反正我还年轻。”这
个25岁的年轻人希望，明年开进博会
的时候他还能在一号门执勤。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

场，两辆造型别致、颜色醒目的肯德基

移动餐车格外引人注目。透过打开的

车窗，中外宾客接过现场制作的产品

和咖啡，在移动餐车前即时享用。

这两辆位于国家会展中心16米层

1、8号馆之间的“大家伙”，是百胜中国

旗下肯德基品牌创新模式的代表。

首届进博会，百胜中国凭借在食

品安全方面的严格标准和物流系统

方面的完善体系，成为首届进博会餐

饮临时供应点保障服务商之一，保障

展会期间四海宾客“供得上、吃得好、

吃得安”。在国家会展中心原有的肯

德基和必胜客餐厅基础之上，增设临

时供应点，更特别引入移动餐车，多

种售卖渠道为进博会的宾客和观众

提供便利。

除移动餐车外，进博会期间，位

于国家会展中心的肯德基、必胜客餐

厅及8米层2、3号馆之间增设的临时

供应点，同时为中外宾客提供餐饮服

务。小肥羊品牌则提供轻巧便携的

自煮小暖锅，不插电、不开火、不涮

碗，只需要饮用水，15 分钟即可享用

到“咕嘟嘟”的小火锅，随时随地，为

顾客带来更多便利。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为期6天的进博会
闭幕，不少观众对此次进博会的展品
赞不绝口，下午5点多临近闭馆，仍有
不少观众流连忘返。“这个展会太好
了，我明年还要来参观。”观众胡小姐
告诉记者。

昨天，记者在食品馆邂逅了观众
陈蕾与她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和上幼
儿园小班的儿子。“我们今天是五个大
人和四个小孩结伴来参观呢，一天下
来收获满满的。”

陈蕾介绍说，她不希望孩子们无
目的地逛展，因此给孩子们设定了寻
宝任务。比如在4.1馆智能及高端装

备展区，她带着孩子们参观了不少精
密仪器，还有机器人手臂等，其中一个
挥舞着扇子在跳舞的机器人引起了孩
子们的关注。“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个馆
和科技馆有点像，但细细参观后发现
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和覆盖面比科技
馆的要好。”陈蕾介绍说，她给孩子们
参观的每个场馆都布置了一个思考
题，如在智能馆的考题是“机器人会不
会代替人类？机器人和人类的区别，
人比机器人好在哪里？”孩子们通过和
展商交流获得了初步答案，一位机器
人展商告诉他们，机器人不会累，所有
的操作都是标准化的，不会有误差，但
是它们都需要人去操作。

在汽车馆里，几位孩子找到了会

飞的汽车，了解汽车未来的发展方
向。陈蕾给他们抛出一个问题，“如果
家里要换车，在汽车馆里选哪款车最
适合？”最后孩子们在协商后看中了有
点像小卡车的一辆货车，还咨询展商
能否改装成房车。在国家馆里，孩子
们畅游了“迷你版小世博会”，陈蕾让
孩子们用一个词形容印象去过的国
家。在斯里兰卡馆，大家品尝了锡兰
红茶，重温前不久刚刚去过的这个国
家的饮食文化。

现场，不少观众执着地逗留到最
后，渴望尽可能多地参观展品。情侣
张小姐和卢先生是一对吃货，从食品
馆到家电馆再到日消馆，他们关注的
都是和厨房有关的用品。“我平时喜欢

做菜，有些智能家电很超前，我很感兴
趣。还有佳能打印机出了一台mini
版打印机，拍照后可以立即打印出来，
要明年才上市。”张小姐说。

卢先生告诉记者，他对智能馆里
的太阳能概念车比较有兴趣。还有会
跳舞的机器人。

临近闭馆，记者邂逅了一位做
产城设计规划的交易团专业观众胡
楚焱，她已经连续参观了三天，将一
号至三号馆逛遍了。“这三个馆对我
的专业非常有用，我是做和产业结
合的城市规划的。今天顺便逛了四
五号馆，发现也不错，有不少新的启
发。进博会太有意思了，我打算明
年再来。”

昨日闭馆时观众说：明年一定会再来

创新模式为进博会餐饮服务提供保障

[相关新闻]

移动餐车开进进博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