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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梦想一直存在
初入大学因为经验不多且课程繁忙，熊

浩洋并没有机会参与进博会的选拔，不过他
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持续关注着进博会。

作为校团委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副部
长，他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并考出了红
十字救护员初级证书。在去年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的校级第二场培训
上，他还向即将出征进博会的“小叶子”们
围绕心肺复苏和AED机器使用，介绍了常
见的医疗防护小知识和急救技能，并通过
道具详细教授了“心肺复苏”急救流程和
易于记忆的口诀，帮助“小叶子”们遇事不
慌，掌握基本的应急知识。

在平时，他也会关注朋友圈里在进博
会工作的师哥师姐的动态，透过手机屏
幕，看着大家每天发的进博会的工作打卡
照，仅仅是观看，都让他激动不已。心潮
澎湃之下，他还坐上了地铁2号线，亲眼目
睹了国家会展中心的宏伟外观。“当时从
外观看，就感觉这个场馆好大啊，可惜当
时没有机会进到场馆里看看。”

内心的期盼转化为熊浩洋持续努力
的动力，作为本届进博会的新晋“小叶
子”，熊浩洋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二楼
的采访间服务，作为这次进博会新增的点
位，这里是步行穿梭在国家会展中心和铂
瑞酒店的交汇必经之地，如果嘉宾回酒店
或者前往展厅，都会经过他的工作场地。

小小的地方，却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

用。作为媒体接待和指引路线的志愿者，
熊浩洋自知其中的分量。“进博会是国际
性盛会，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平
台，我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是一份荣誉，
我会做好一切准备积极应对接下来每天
的工作。”

小小急救包里藏细致之心
除了工作内容上的准备，熊浩洋还有

一个习惯，随身带着一件特殊装备——医
疗急救包。酒精棉片、绷带、清凉油、CPR
训练膜、灭菌型医用纱布、口罩，出血使用
的创可贴……包里装的物件都是熊浩洋
在多次志愿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使用率最
高的必需品。随身携带医疗急救包已经
成为习惯，在前往上海会议活动就餐点约
五分钟的路程里，也都会携带，这是他作
为志愿者对自己的额外要求。

“除了基础的急救物资，我还准备了
布洛芬和暖贴等日常必备药品。装备很
全，但还是希望一次也用不上。”熊浩洋说
道。他期待，不仅可以提供路线引导和采
访间的协调保障，还能在紧急情况施以援
手。不仅要有服务的热情，更要有能力在
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做到懂服务礼仪，会
急救知识。

作为一名非医学生，为何热心学习急
救并科普急救知识？熊浩洋说，这一坚持
源于一些新闻事件。一次“半马”现场，一
名选手突然昏厥，多亏现场的志愿者熟练
掌握CPR急救手段，仅用30秒就让选手恢

复了意识。这件事让熊浩洋深刻意识到
掌握救护技能的重要性，并更加重视校内
的急救知识普及工作。

在服务中，熊浩洋也在传播着进博志
愿文化。一位来自省市交易团的嘉宾询问
他关于进博会的活动日程安排。在交谈
中，他对这里的志愿者被称为“小叶子”感
到十分好奇。熊浩洋耐心地解释说，这个
称呼来源于国家会展中心独特的“四叶草”
形状设计，象征着幸运与美好。服务的志
愿者便有了“小叶子”的名号。这不仅代表

了大家的热情与活力，也寄托了对进博会
的美好祝愿。听到这些，这位嘉宾豁然开
朗，连声感谢，并称赞志愿者的服务细致入
微，让他感到非常温暖。

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嘉宾向熊浩洋
询问如何在上海购买手机SIM卡。熊浩洋
帮助他寻找解决方案，查询进博会附近的
通信服务点。在交流过程中，外宾还亲切
地询问了“小叶子”的年纪，并对大家的志
愿服务表示了高度赞扬。这让熊浩洋的
内心始终暖暖的。

自带急救包的“小叶子”：

希望这些装备一次也用不上

00后的熊浩洋是上海海关学院海关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自高中
时期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第一次当“小叶子”，他随
身带着特殊装备，却又说，希望用不上。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高婷杉

带着急救包上岗的熊浩洋。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本报讯 会议怎么去？展馆在哪里？
面对一个又一个问题，“小叶子”们认真解
答，助力进博。11月6日，第七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进行到第二日，人群络绎不
绝。从国家会展中心零米层的一楼，到十
六米层的三楼，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从
早到晚，这些“小叶子”兢兢业业帮助来
宾。尽管辛苦，但他们一直热情无比，保
持着干劲。

指方向寻场馆
“小叶子”正忙碌

“你好，请问P6停车场在哪里？”11月
6日下午3点，一名参展观众在零米层商
业东咨询处停下来询问。来自上海中医
药大学的“小叶子”詹韵祺和李宇耘赶紧
上前一步，熟练地为她指路。指引方向、
帮助来宾寻找场馆……解决五花八门、各
式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咨询处的“小叶子”
的工作。这一场景，在国家会展中心各个
咨询处点位重复上演多次，已不足为奇。

“上岗之前，我们经历了两天的模拟上
岗，之前也来踩过点，对大概的方位有过了
解。”詹韵祺告诉记者，“经过这两天来宾对

我们的询问，熟悉度也提高了。”她和李宇
耘今年都刚上大一，她们既是同班同学，也
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从以前开始，她们就对
进博会充满憧憬，知道有志愿者的机会，她
们毫不犹豫地就在学校报了名，光荣地成
为了一年级的“小叶子”。

和她们一样，八米层商业北咨询处的
苏敬淘、十六米商业西咨询处的向萌，都
是初来乍到的新生“小叶子”。“我们的工
作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今天我们
工作了很久，有很多人来展台问问题。”苏
敬淘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是研二学生，这
一次成为进博会志愿者，参与到盛会中，
她十分期待。

而向萌，这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
大五学生，从高年级学长学姐那儿知晓了
他们参与了进博会，心中也埋下“小叶子”
梦。这几天工作下来，她感到光荣的同
时，对工作也颇有心得。“大家问得最多的
就是几号馆怎么走、地铁去哪儿、驳车怎
么坐，或是问几号停车场的方位。”说到工
作，她仔细回忆道。

遇困难正锻炼
“小叶子”成长中

都是一年级的“小叶子”，尽管抱着一

股韧劲和热情，事前也进行了详细的培
训，但初上岗，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
的问题。

去哪个展位？去哪些地方用餐？这
些都有培训。但在实际情况中，她发现，
不一定能立马反应过来，比如遇到外国友
人询问，就需要大家一起协调、帮忙，在这
其中，她也思考着，如何更好地为大家服
务，解决问题。“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帮助大家去想去的地方，找到他们想要的
东西。”她表示。

詹韵祺和李宇耘为了熟悉进博，在正

式工作前来实地考察，熟悉方位。不过，
工作时，她们也有不知如何指引的时候。
有位残障人士来到咨询台，十分着急地表
示找不到轮椅充电的地方。詹韵祺和李
宇耘都不确定。为了帮助她，詹韵祺和李
宇耘趁轮班休息时去询问民警，几经波
折，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替
轮椅充上电。这番神奇的经历，詹韵祺和
李宇耘记得很深，想起来还是很开心：“她
非常感谢我们，最后我们还一起合了张
影。”可以说，这些临时情况是困难，但也
是锻炼。

从零米层到十六米层，到处有忙不停的“小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