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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酷暑高温为市民答疑
小陈是一位 00 后志愿者。

书展正式启动后，他被分到了3
号口的室外引导岗，主要负责引
导疏散人群、维护秩序。上海展
览中心虽然安排了喇叭提醒，但
喇叭已早早没电，新的设备也还
未跟进。“当心脚下有水”“买过
票的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没有
买票的在前面售票处售票”。傍
晚6点，志愿者小陈一边提醒进
出的游客，一边擦掉脸上的汗
水，然后又往嘴里灌了几口水。

上海的八月份平均气温
35℃以上。相比展厅内的志愿
者，室外志愿者要承受高温暴
晒。“基本每隔半小时，会换一次
冰凉贴。”小陈说。

上海展览中心3号口入口位
置由于靠近地铁，从早上到进场
截止时间20:30，进出书展的游客
络绎不绝。小陈所在的岗位一
共安排了两个人。志愿者服务
时间内，两人轮流休息。从早上
8点上岗至晚上9点下班，小陈和
搭档分别在室外站了将近六七
个钟头，一人消耗了五六瓶矿泉
水。对此，他们并没有表示不
满。“水免费领，我们还有志愿者
解暑包，包括藿香正气水和冰凉
贴，辛不辛苦倒是次要，主要是
来体验的。”小陈笑着说。

据小陈介绍，室外引导岗
的志愿者不仅需要引导疏散人
流、维护秩序，还要解答游客们
的问题。一些游客出于方便，
有疑问会直接找志愿者询问：

“ 没 带 身 份 证 原 件 可 以 进 去
吗？”“电子身份证可以吗？”“没
买票怎么办？”

经过岗前培训，志愿者们一
般都会轻车熟路地解答这些问
题：“没带身份证，里面可以扫码
领取电子身份证”“可以提供电

子身份证”“售票处可以购票，售
票处在旁边”。但偶尔，他们也
会遇到一些难题。

为“老弱病残”热忱服务
一位大爷绕过排队队伍，来

到小陈边上咨询：“有残疾证明
没买票可以进去吗？”小陈回复
说，“原则上需要买票，您可以咨
询一下售票处工作人员。”大爷
向售票处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
残疾证之后，得到的回复是“走
2号口特殊通道，从2号口进入
检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检
票处志愿者也为大爷开放了闸
机。

志愿者肖同学介绍，理论上
来说，60岁以上的中老年读者和
残障人士同样需要购票。上海
书展门票费用：日场券10元，夜
场券5元。上海展览中心售票处
的提示立牌上显示，“该人工服
务点仅为60周岁以上（含60岁）
的中老年读者、残障人士提供购
票服务”。相比博物馆、热门景
点而言，书展虽然并未特殊说明

以上人群免票，但门票价格相对
惠民，且20年未变。

不过，肖同学表示，“未购票
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可以走2号
口专门通道。他们只需要在外
面售票厅录入信息，刷身份证便
可以进去。我们会为他们提供
爱心通道，主要是为这些热爱读
书的人提供便利。”

肖同学是华东理工大学计
算机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他
曾经在国家会展中心、新国际博
览中心等场所担任过志愿者。
虽然此次是第一次在书展担任
志愿者，但他表示对志愿服务规
则了然于心，自己之前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他一
般都会让游客进去。

向公司请假加入志愿者队伍
与小陈一样，售票岗志愿者

小李也属于第三方志愿服务平
台——同高信息。“售票岗志愿
者一共有7个人，5个女生，2个
男生。售票棚内设有空调，环境
好一点，比较适合女生，外面主

要由两个男生负责，一人站半
天，相互轮岗。”售票岗志愿者小
李介绍，工作两天内，自己并没
有遇到什么麻烦，仅仅只是为游
客提供购票服务。

接受采访时，他正站在售票
点外面，被一群现场购票的中老
年人围住，解疑答惑。为方便其
他未购票人群线上购票，他手里
还举着购票二维码，身穿短袖红
马甲站在人群中。但远远望去，
他的手臂上已有一道明显的黑
白分界线。他笑着表示，这不是
他在室外站岗两天的成果，而是
每日户外工作导致的。

小李是一名外卖小哥，由于
喜欢阅读，去年的上海书展，他
作为游客参加过。今年提前了
解到书展要招志愿者，便在“斜
杠”软件上报名了。因为去年1
年都在兼职做志愿者，拥有CCG
漫展、亚洲宠物展等志愿经历的
他，成功加入上海书展志愿者队
伍。

为了这次书展，他特意向公
司请了两天假。提及自己请假

来做志愿者的理由，他笑着表
示，“喜欢看书，也喜欢做志愿
者。休息时可以进去展厅逛逛，
看看有什么书。”还没等说完，他
又被大爷大妈围住，询问怎么买
票。等没人时，他便撑着杆子，
来回踮脚缓解疲惫。

除了室外志愿者，展厅内各
处也遍布志愿者。他们主要负
责维持现场秩序、提供问询服务
等内容。大学生李同学和龚同
学两人都在主会场一楼中央大
厅担任志愿者，一天下来，遇到
了两起突发情况，由于游客和总
服务台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其中
一人不得不暂停本岗位的工作，
协助总服务台处理事件。对此，
李同学发出感慨，“小时候被抱
在手上时，家长就带我来过，不
过都是以游客身份来逛书展，自
己做志愿者参与度更高，也为自
己提供了不一样视角看待书
展。经过这两天的学习，自己也
了解到志愿者作为服务性的工
作，需要自己有心平气和的心
态。”

上海书展上，青年志愿者们在行动

跃动“红马甲”是最美风景线
2024年上海书展正持续进行。上海展览中心门外，每日成千上万名的游客聚集在此。青年志愿者们

日以继夜，发挥着后勤保障功能，以保证游客安全、维持现场秩序。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网络时代，书展为啥还是那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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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网上的折扣多，还
送货上门，挤破头“去书展买书”
的时代已过去，可为啥上海书展
观众盈门，还是那么火爆？一些
读者对青年报记者吐露了自己
的心声。

“见到偶像很开心”
还在读大学的朱怡可 8 月

15日晚赶到上海书展友谊会堂
的时候，三楼会议厅已经不让
上去了，因为“日本推理女王”
凑佳苗和“中国推理之王”紫金
陈的对谈现场已经爆满。保安
师傅不让进，朱怡可急得都要
哭出来了，这时正好青年报记
者要再一次上楼采访，和主办
方一顿商量之后，就把小朱也
带上去了。

“你知道吗，我太喜欢凑佳苗
了，从上一本《告白》开始，就喜欢
上她了。”小朱一边对记者表示感
谢，一边诉说她见到偶像的兴
奋。朱怡说，因为凑佳苗的作品
会涉及一些犯罪推理，所以她觉
得凑佳苗是一个冷峻黑暗的人，
到现在一看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
事。“她好幽默、好开朗。”

来书展能看到偶像，是一批
读者心中书展存在的意义之
一。著名作家王唯铭8月16日
晚在书展主会场签售英文版新
作《上海建筑传奇》，青年报记者
碰到一位读者葛先生。老葛称
自己是王唯铭的粉丝，他的书老
葛基本上都读过 。“我到上海书
展来，就是来看看王老师。”

书展上健康讲座最火爆
不能否认的是，很多人是冲

着免费“听知识”来上海书展
的。凑佳苗和紫金陈的对谈固
然很热，但其实书展最火爆的还
是那些汇集了众多医学专家的
健康知识讲座。上海科技文献
出版社“医学专家聊健康热点
（复旦大健康科普）丛书”新书首
发暨座谈会上来的基本上都是
像陈女士那样四五十岁、五六十
岁的读者。

这套丛书可谓名医云集，而
座谈会上也汇集了各领域的医
学专家。陈女士听得很认真，一
边听还一边做笔记，“你知道吧，
这些专家平时挂号特别难，有的
已经不怎么出诊了。所以机会
很难得呀！”陈女士见缝插针地
和记者聊了几句。她在书展没
有买书，但她准备去听几场健康
讲座，“要买书，让儿子到网上去
买。”

传播知识普及知识，是上海
书展的一项使命。每届书展都
要举行多达1000场左右的阅读
活动。今年书展的健康讲座相
当多。除了“医学专家聊健康热
点”之外，还有“申康科普面对
面”活动，此外还有“大健康工程
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论坛”。这些
和健康知识有关的活动，总是能
够吸引大量读者。

敲图章：打个卡就心满意足了
小红书上有关“上海书展盖

章攻略”笔记已经快3万篇，大家
就知道今年书展“敲图章”有多
火了。其实现在几乎到了无处
不敲章的地步，博物馆里有敲
章，书店里有敲章，就连不久前
的 ChinaJoy 也有敲章。书展把
这一招拿过来用，虽然不是首
创，但也是屡试不爽，确实吸引

了大批读者。
读者齐同学大概两年前开

始有集章的喜好。他的集章本
里已经有几百枚图章了，至于为
什么要来上海书展敲章，他说得
很直白，因为书展里的出版社最
多，每个出版社每个摊位几乎都
有敲章，这样一天敲下来收集上
百个图章不在话下。“在书展一
天的敲章量，相当于过去的半
年。”

今年书展上，像齐同学这
样，为了敲章而来书展的读者不
在少数。“敲章就意味着来书展
打个卡，也挺有意义啊。”一位读
者说。当然，也有专门的“敲章
客”，在敲章的过程中发现了自
己感兴趣的一些书，于是敲完章
就读起书来，甚至还买回家了。
这对于书展来说，当然是更有意
义的事情了。

青年志愿者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热忱服务。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