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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赛场上，他们是另一个“引擎”
“多年财务工作让F1对我来说只是

报表中的数字，直到今年成为志愿者，才
真正‘上场’。”久事体育的何玥霖这样回
忆自己的F1志愿经历。作为水景广场的
咨询台志愿者，何玥霖每天要解答上百位
观众的问题，包括方向指引、失物登记、票
务咨询、紧急通道位置等。这是一个高密
度高强度的岗位，她将这一岗位形容为

“没有油门的方向盘”。面对一位因语言
不通而焦急跺脚的意大利车迷，何玥霖灵
机一动，用手机翻译软件打出：“别担心，
法拉利会赢的！”对方从焦虑转为大笑。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志愿服务的魔力，
就是把焦虑变成微笑。”

赛事三天，她看到志愿者们凌晨4点
就位准备物资，在烈日下为轮椅观众护送
全程。在赛道边的短暂间隙，看见赛车呼
啸而过的瞬间，她突然明白：“F1在中国
的意义，从来不只是GDP数字或收视率，
而是一群人二十年如一日，把‘不可能’变
成‘可能’的热爱与坚持。”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陆诚彬在参与
赛事志愿工作时，曾为一位外国车迷找回
丢失的相机，也曾因现场指示不足主动向
主办方反馈改进建议。“第二天，新增了指
示牌，我们还自发绘制了最优路线图。”他
说，“志愿者不只是执行者，更是服务流程
的优化者。”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寒雨则在地铁口
值守时，主动用英语为一位迷路的外国游
客介绍换乘路线。离别前，对方竖起大拇
指，用生涩却真挚的中文说了一句“谢
谢”。“那一瞬间，我体会到城市文明的温
度，就在这些小小的帮助里。”

志愿精神，从不以时间计量
在长海医院血液科的采集床上，姚

支铜静静看着鲜红的血液从右腿流出，
经过血细胞分离机三十多个循环，再从

左臂缓缓回输。这一刻，他等了整整八
年。“我没有犹豫，没有权衡，就像战士听
到冲锋号。”2016年 3月，作为医院团总
支书记，姚支铜响应团区委号召，与两位
青年医生签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书。
八年后，2024年春节前夕，市红十字会来
电——他与海南一位11岁白血病患儿
配型成功。身为曾经的检验科血库医
生，姚支铜深知：“非血缘配型成功率只
有十万分之一，对那个孩子来说，我可能
是他唯一的希望。”为让造血干细胞更优
质，他控制饮食、坚持锻炼，两个月减重
15斤。“孩子已经停药等待了，我必须以
最好的状态完成捐献。”

这是一场双盲捐献。姚支铜永远不
会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孩子也不会知道
他是谁。捐献完成后，他没有收到任何消
息，但正如负责采集的医生所说：“没有消
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这通常意味着
移植顺利，供血充足，没有出现排斥或意
外状况。更令他欣慰的是，在他的带动
下，南翔医院又有二十多位青年主动加入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资料库，志愿精神就
此薪火相传。

在嘉定，青年志愿服务已经融入基
层治理的日常。从2024年启动的“百团
进百居（村）”项目开始，企业团组织与社
区青年携手，围绕“一老一小”、心理健
康、非遗传承、安全科普等议题展开服务
行动。

从个体奉献到群体行动，嘉定青年志
愿服务正在形成新的格局。作为“上海青
年志愿者品牌建设行动”的重要一环，嘉
定团区委在此次活动中发布了两项重点
成果，全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
勇挑重担的精神风貌。

嘉定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胡建会在
活动现场发布了五款青年志愿者主题徽
章，涵盖“嘉赛有我”“公益有我”“乡村振
兴”“一江一河”“青春社区”五大主题，旨
在激励青年亮身份、担使命、当先锋。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本报讯 5月10日早上7点，“一个鸡
蛋的暴走”公益徒步筹款活动正式鸣枪，上
千名队员齐步开走。今年是该活动发起
15周年，在保留传统经典路程50公里之
外，今年活动特地增加15公里路线，共吸
引了近3700名人员参与。按照平均时速
4~5公里每小时计算，50公里路程步行需
要10至12小时，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些
参赛选手参与挑战呢？

15年全勤，参加已成为一种习惯
“一个鸡蛋的暴走”是上海联劝公益基

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通过12小时50公
里徒步挑战，助力儿童身心健康。15年
来，“一个鸡蛋的暴走”至今已吸引近14万
公众参与活动。

从事电商行业的林森便是其中一位
15年“全勤生”。关于为何一直坚持参加
这项活动，他解释称自己平时就喜欢户外
运动，也从事公益活动，最初只是想挑战一
下自己的徒步极限。没想到如今成为了一
种习惯。

让他一直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
活动的还有他对联劝公益的信任。“不仅仅
是活动形式吸引人，联劝公益本身也值得
我们信任，会邀请我们实地探访一线公益
机构，了解他们的公益内容，譬如探访‘宝
藏小屋’。”联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依菁
介绍，宝藏小屋是为来沪务工人员的子女
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和保障服务的儿童空
间，今年会在浦东新区36个街镇落地。

林森今年组建了一支3人队伍，为活
动筹集款项4万元。于他而言，暴走是和
新老朋友沟通的一个平台。通过“一个鸡
蛋的暴走”，他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做公
益，而是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三年三种身份，暴走成为每年的仪式
七百多支参赛队伍中，华师大社会学

专业学生是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大三学
生周泽豪是其中一员。从大一开始，他每
一年都以不同身份参与了暴走活动。“第一
次是队员，第二次是队长，第三次是后勤。”
不同于单纯为别人提供志愿服务，他认为
暴走活动更多是对自己体力、精力和毅力
的挑战。“做公益一般性以为是单方面的给
予和付出，更多依靠公益人的善意，但暴走
可以让自己在付出的同时，也能收获成长，
这样在善意的基础上就添加了一层自我驱

动。”他说。
“想尝试挑战一下50公里”是他当时

参加活动的出发点。但真正参与进来时，
他却有了不同的体会，“前半程很轻松，但
最后10公里很痛苦，感觉没有尽头。”初次
尝试之后，他的态度更加坚定。“参加暴走
就像每年一个仪式一样，不想戛然而止或
者半途而废。”

在暴走过程中，他收获了诸多善意，也
希望通过活动继续传递温暖。

为纪念活动成立15周年，主办方上海
联劝公益基金会特此新增了 15 公里路
线。由于名额有限，他选择作为后勤人员
加入，将机会给其他愿意加入的新同学，

“让每个人都能收获一段值得纪念的经
历”。

作为宣传窗口，让更多公益机构相遇
“一个鸡蛋的暴走”不仅仅只是一个徒

步和公益活动，更像是不同赛道的公益人
相聚的一场盛会。无予包容性共益社区的
联合发起人Nelly认为，每年都会有众多公
益人和公益机构相遇在此。

因遭遇一场粉尘爆炸导致大面积烧伤
的意外事故后，Nelly便开始投身公益事
业。“当时得到了很多社会帮助，如今也希
望通过公益活动反哺社会。”此次活动是她
第三次参加50公里路线，但今年是第一次
以公益队伍的形式参与。“参加这个活动主
要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到颜面损失等残障群
体。通过联劝公益活动，也为自己筹办公
益活动提供很多借鉴，譬如公益活动形式
的多元性为公益机构可以提供大大小小的
触点，契合到不同的合作伙伴。”

从F1赛场到造血干细胞配型

志愿“嘉”速度，延续爱的接力

从2025年F1中国大奖赛的300多名志愿者、累计超
万小时的服务，到十万分之一概率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
功，再到“百团进百居（村）”的基层实践，这些数字背后有
着怎样的青春故事？在近日举行的“志愿同心·驰骋同
行”——F1赛事志愿服务总结暨嘉定区青年志愿者风采展
示活动上，这些发光发热的志愿幕后一一揭开。活动由团
市委、嘉定区委、久事集团党委指导，市希望工程和青年志
愿者指导中心、嘉定团区委、久事集团团委共同主办。

青年报实习生 王馨怡 记者 陈诗松

青年志愿者分享志愿经历。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摄

向前走，公益自有答案
第15届“一个鸡蛋的暴走”在沪启程

“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徒步筹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