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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年进博，东华的志愿者
带队老师有5人左右，都是以老
带新。张也也从一个职场“萌
新”成长为一个“老人”。“第一年
完全摸不着头脑，现在我可算得
上是得心应手了。”她笑着说，今
年，她就以一带二，和两位“新
人”老师一起带队。

“这几年来，我能看到服务
进博给学生们带来沟通能力、视
野拓展上的进步，对我们带队老
师也是一样，从校园走出来和不
同的人打交道，对我们来说也是
一种个人能力的提升。”张也说。

每年的志愿者培训在她看来
一直是很大的挑战。“选出的志愿
者虽然以学生骨干居多，对进博
会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但大家之
前参与的活动类型差别大，对于
志愿活动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参
差不齐，如何通过培训让不同程
度的学生都能得到提升？我们
每年都在思考有没有新方法。”

张也说，最开始仅有通识培训，
近几年更多了一些针对性的培
训。比如每年结合关键节点开
展特色学习，去年是建党百年，
今年则是党的二十大；又如结合
不同岗位的“加强版”培训，学校
在新闻中心服务的志愿者较多，
就会增加一些有关国际化素养
的讲座，强调保密意识、外语能
力的提升。

今年进博进入第五年，前四
年在志愿服务中发现的一些问
题也被归纳出来，对症下药。“我
们发现每年到展会后期，志愿者
容易有所懈怠。所以我们今年
单独加了一堂课，从进博会角度
看当代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希望
能尽可能提升志愿者的责任意
识和在岗的角色意识。”

随着进博志愿工作的越来
越常态化，作为带队老师，更要
进一步思考如何拓展进博育人
的创新模式。“以前我们做得比

较散，没什么体系，这两年根据
学校的育人要求，我们开始尝试
在激励机制中将‘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与进博相结合，有了更
成体系的模式。”

五大类活动被贯穿到了东
华“小叶子”们的进博生活中。
德育课，会号召“小叶子”们结合
党史教育挖掘“四叶草”内的红
色元素；智育课，每天有关于进
博相关知识的答题、打卡活动；
体育课，有宿舍里的体育锻炼打
卡、馆内步数激励等；美育课，征
集小叶子们自己拍摄、创作的
Vlog、漫画等新媒体作品；劳育
课，结合疫情防控期间的集中住
宿，开展住宿环境评比，号召场
馆内的光盘打卡等。

和五年来进博会不断在进
步一样，志愿者工作每一年也都
在探索和创新，每年都有新面
貌。“希望能一年比一年做得
好。”张也说。

1993年出生的张也是东华大学“小叶子”队伍的“大管家”，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举办时，她还是个即
将毕业的研三学生。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刚刚入职东华大学的她就成为了“小叶子”们的带队老师，一
带就是四届。进博这五年，见证了张也身份的转变，也让她从一个初出茅庐的“萌新”成长为一名可以带
新人的“前辈”。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一个称职的一个称职的““大管家大管家””
需需要经历些什么要经历些什么？？

张也：从萌新到前辈的成长史

早上3点从松江校区出发，
晚上10点离开“四叶草”，这样的
披星戴月张也并不陌生。连续4
年带队，她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和“小叶子”们朝夕相处，陪
伴着学生们与进博共成长的同
时，她也从中汲取着青春的力
量。

张也还记得2019年自己第
一次带队，当时已经参加过第
一届进博会的学生志愿者陈佳
军全程在她身边当了个特别称
职的“助理”，“其实他的经验比
我还丰富，帮了我很多忙，我们
也有了一起在办公室通宵的战
斗友情。”2020 年，陈佳军作为
东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去
贵州支教，还利用班会课给西
部小朋友讲述进博的故事。“走
出‘四叶草’，我们的‘小叶子’
在不同的地方用进博的志愿精
神去感染更多西部小朋友，鼓
励他们努力往更广阔的世界奔
跑。”这两年，支教结束回校读
研的陈佳军每年都会以“小叶
子”讲师团的身份，去帮助更多
的年轻学子。

除了“小叶子”，张也麾下还
有一支默默无闻的志愿者队伍
——为“小叶子”们做保障的校
内志愿者们。“他们要为我们做
好后勤保障，其实承担的压力更

大，工作更琐碎，起得比我们早，
睡得比我们晚”。因为是服务志
愿者们的志愿者，他们被昵称为

“平方志愿者”。能吃苦，有纪律
性，促使这支队伍迅速成长。让
张也欣喜的是，近两年，在经历
了“平方志愿者”的磨练后，他们
中不少人成为了“小叶子”队伍
的新生力量。

张也是做共青团工作的，她
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希望能用
更年轻化的语言来与学生们交
流。进博给予了我们最充分的
机会。”4年带队生涯，她从95后
一直带到了 00 后，了解到不同
年龄段年轻人的想法，也不断在
更新自己开展团工作的话语体
系。

这两年，徽章文化成为激励
“小叶子”的热门形式，也给“四
叶草”带来青春的活力。“学生们
喜欢，我们也以此开展创新激
励。每年我们都会有徽章升级，
由学生自己来设计。前两年做
的都是圆的大饼章，第三年开始
做了‘东华有面’系列。今年进
博五周年，我们也设计了一款挂
着5字的链条式徽章。”徽章的改
变背后正是师生间逐渐靠近的
距离与不断增加的默契，张也
说，这或许也是进博带来的一种

“互相成就”。

张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毕业生。2018年11月，第一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时，研
三毕业在即的她正在忙着毕业
论文，没能成为一名“小叶子”。
但在忙碌的毕业季中，她依旧不
时关注着进博会的消息。

研究生学的是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研究方向则是国际化人
才培养，“外语院校本身就强调
国际化视野，就算没有直接参
与，上海首次举办的进博会，对
于我们来说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重要活动”，当时的张也并没想
到，此后4年自己会与进博结下
紧密的缘分，这段经历也成为自
己最扎实的职业实践。

2019年7月，张也毕业后顺
利入职东华大学团委，接手志愿
者工作，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第
二届进博会的志愿者筹备工
作。那年暑假，刚刚入职的她，
以此为起点，经历了几个或大或
小的转变——不再是学生，而要
成为一名老师；不再单纯做一名
志愿者，而且要学会统筹安排、
管理服务好一个志愿者集体。

作为职场新人，要适应新的
工作思维，对张也来说是个挑
战。这位曾在研究生支教团、科
技馆志愿服务岗位历练过的“老

志愿者”却发现，自己做常规志
愿者的经验，并不太适用于大型
赛会活动的志愿者统筹。“大型
赛会活动对于志愿者的要求非
常高，同时志愿者工作本身就是
一种实践育人，如何选拨、培训，
从中选出典型做好榜样引领等，
都是作为组织者需要考虑的问
题。”

2019年，东华大学的进博志
愿者队伍近200人，之后3年每
年近100人。从每年暑假开始为
期近4个月的前期筹备，到展会
期间志愿者各项岗位对接、激励
保障，再到突发状况应对，各类

志愿者临时党团活动的开展，张
也和各所高校带队老师一样，变
成 了 什 么 事 都 得 抓 的“ 大 管
家”。志愿者在岗着装是否正规
得体？早饭是否准时供应？诸
如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带队老
师们都得操心。

但也正是这样全方位的磨
练，给予了做学生工作的张也特
别大的成长机会。“我这几年参
与进博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在
一年一年不断积累着工作经验，
不仅仅是对所负责的团工作、志
愿者工作的经验，也是对实践育
人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全面磨练中
感受最扎实的职业实践

在复盘思考中
探索进博育人新模式

在进博舞台上
与年轻学子共同成长

张也与进博会缘分不浅。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张也与“小叶子”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