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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市区两级外
办，最近来了近 300 名“不曾谋
面”的“95后”上海外国语大学青
年志愿者。在市外办的统筹协
调下，针对境外来沪主要通道和
国际社区需要，学校紧急调配英
语、日语、韩语、波斯语、意大利
语等语种学生，成为线上社区志
愿者队伍，他们活跃在线上，电
话那头，电脑屏幕前，24小时响
应，第一时间协助市外办进行重
要文稿的快译，也帮助外籍友人
解决疫情时期的“急难愁盼”。

赋予自我更多的责任
意大利语专业大四学生何

艾倪，此时正在海南，但这丝毫
不影响她成为一名语言志愿者。

“整个寒假都一直在看相关
疫情的新闻，心里十分着急。看
着很多同龄人已经冲在这场战
疫的最前线，这也激励我一直在
寻找各种渠道，希望尽我所能，
为共同抗疫做一些事情。”当看
到学校发布招募语言志愿者消
息时，何艾倪就毫不犹豫地报名
了。

几天前，何艾倪接到的任务
是负责与区疾控中心的一个老
师和一位处于隔离期的意大利

母亲进行中意互译，工作是在线
上以微信文字的形式进行。就
在何艾倪刚刚进群后不久，意大
利母亲也被拉进群。当时，这位
母亲用英文问：“我不会说中文，
为什么把我拉进这个群？”何艾
倪即刻用意大利语做出解释：

“女士您好，我可以帮您翻译。”
这位母亲很快安心了。

“既然我们参与了志愿服
务 ，就 赋 予 了 自 我 更 多 的 责
任。”何艾倪认为，有效的沟通，
正是解决问题的良好方式，学外
语的同学要发挥自身的所学，学
以致用，帮助外籍人士打破沟通
的壁垒，既帮助他们更有效解决
问题，也让彼此之间更好地相互
理解，齐心战疫。

语言是心意的载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

研二学生刘梦妤，是上海外国语
大学学联研究生会副主席。由
于日本疫情的扩散，日语翻译人
员紧缺，3月初起，刘梦妤身兼二
职，目前同时担任了12345日韩
热线志愿者日语队伍的负责人，
以及上外市外办翻译志愿者队
伍中的日语志愿者。

“翻译的内容包括健康信息
登记表、居家隔离注意事项等。”
刘梦妤介绍道。如今，在志愿翻

译中，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
位前辈老师说的金句——语言
是心意的载体。

“我们翻译完之后，会有外
办的翻译老师帮助我们进行审
核。”刘梦妤说，那天，老师在审
核一个关于捐款捐赠的荣誉证
书的翻译后说了这句话。当时，
这位老师说，志愿者们的翻译用
词没有错，但在“信达雅”方面还
没有全部到位。因为各界给我
们这么多的帮助，所以，在翻译
类似感谢材料之时，不仅需要表

达出意思，还要符合日本的表达
习惯，表达出我们的情感。

刘梦妤说，这份翻译工作最
大的特点就是琐碎和随机，可能
需要24小时待命以便随时接受
工作群里的通知。于是，这份志
愿工作也让她成为了一个“安心”
的“低头族”，因为，看到消息秒
回，亦是一个志愿者的良好风貌。

近300人进入“战疫”
上外团委介绍，面对越发突

出的防输入需要和大学网上教

学的开展，学校采取了更进一步
的响应机制。

首先是进一步厘清理念，既
要保证网上教学秩序正常有序，
又要让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锤
炼本领。

其次是建立了储备库，面对
防疫急需，上外各院系特别是语
言专业采用全覆盖形式，联系在
境内的学生“能上尽上”。

目前，语言志愿者的储备库里
已经有1100多名师生自发报名，已
有近300人进入上岗或值班状态。

上海市区两级外办来了数百名“95后”志愿者

一句话让隔离中的外籍友人安心

刘梦妤 受访者供图何艾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