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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选

还记得2023年夏天，巴黎奥运会志愿者的报
名程序启动了。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很想报名，我
曾经有在梅兹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做志愿者的经
历，参与赛事、帮助他人是一件令我很开心的
事情。

从官网上查询到报名链接后，我当晚就开始
填写，从个人信息、兴趣爱好、语言能力到过往
经历，最后还完成了一个很长的职能测试问卷，
我全都完成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经是凌晨两点
了。系统会根据回答，推荐出我适合的志愿者
岗位。

我躺在床上搜索着巴黎奥运会志愿者相关的
信息，又兴奋又忐忑，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奥
运赛事，我能在这么多人中被选上吗？如果入
选，之后该如何准备呢？

大约在12月，志愿者的岗位信息逐渐发出。我
收到的第一个offer是残奥会射箭项目的运动员服务
组，邮件中说需要我们在10天内给出回复，我读完邮
件的10秒钟内就确定想去了。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
要完成志愿者平台的线上培训课程，有通识课还有
个人岗位的专属课。

到了2024年3月，我去参加了在巴黎组织的
志愿者大会，见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
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多巴胺配色的志愿者
制服。6月，志愿者们开始领取通行证和制服；7
月初，我们在自己的服务场地参加培训，熟悉场
地，了解赛事规则。7月底，我的志愿者服务工
作正式开始，奇妙之旅由此展开。

服 务

我的志愿者工作在荣军院射箭赛场。奥运会
期间，我在运动员的休息室帮助他们了解最新的
比赛信息、比赛视频、更新公交信息等。这项工
作看似简单，其实相当重要。

在炎热夏日，休息室是运动员们的避暑之
地。巴黎的高温让比赛场地的地面热气蒸腾，阳
光刺眼，连吹过的微风都带着几分热气。我们在
休息室为运动员供应咖啡、零食、餐食，负责这
些物品的补给工作。运动员们凭休息室的饭票领
取新鲜午餐，而这张小小的饭票正是我设计的。
我特意在上面加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射箭运动员图
案，期盼着如果中国队员看到这张饭票，能感到
一丝欣喜。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志愿服务时我被安排到
了中国队教练的身边，帮助翻译和沟通。教练问
及我的家乡，我回答“新疆”。随后， 我惊喜地
发现队里的射箭运动员安琦轩是我的老乡。我们
都很惊喜，能在遥远的巴黎相遇。我和安琦轩聊
了起来，彼此鼓励，相约下一届奥运会再见。

运动员们要面临紧张的比赛，作为志愿者，
我们需尽力营造一个温馨、放松的休息环境。我
们在休息室里放了一块白板，每天更新重要的比
赛日程、天气信息以及简单的法语翻译，此外还
有一个射箭靶子，供运动员们留言和签名。有一
次，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名运动员的生日临近，
于是在他生日那天，我们在白板上为他画了一个
爱心，并写上生日祝福。当时，他露出了意外且
开心的笑容。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留言本，打印出
运动员们的名字和照片，大家选一页将自己的照
片贴上，并写下自己想说的话。最后，这个留言
本上是大家用不同语言写下的温馨话语。

残奥会期间，我所在的小组需要引导和帮助
运动员在休息室、训练场地和比赛场地之间通
行，我们驾驶摆渡小车，运送行动不便的运动员

及他们的运动器械到指定地点。志愿服务刚开
始，我试驾了摆渡小车，熟悉了场地内各个进出
口的通行标准，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结 缘

在这场盛大的奥运会中，有数万名志愿者分
布在巴黎的各个场馆，我们像一颗颗小小的螺丝
钉，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献出自己一份力。在我
服务的场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志愿者中心，供大
家休息、观看赛事直播、享用零食和咖啡。这里
有留言板和拍立得，志愿者们在工作间隙来这里
放松身心，留下欢乐的记忆。特别的是，这里还
有一群“服务志愿者的志愿者”，每次我到这
里，他们都很热情，问我工作是否顺利、心情如
何等，我的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闲暇时，我和别的志愿者会聊天，彼此分
享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经历。每天任务结束后，
大家会在场地内合影留念，记录下今天的时
光。我的组长时常跟我们说：“只有志愿者们发
自内心的开心，运动员们才会被感染。”这句话
我很认同。

在服务之余，中国的志愿者们组织了许多小
型活动。比如我们相约去巴黎的奥运景点拍照，
和凯旋门、埃菲尔铁塔以及 Voluntaire （志愿者）
地铁站的奥运标志合影。我们还互相分享奥运会
期间的经历、每天的工作趣事，也会分享巴黎的
生活和交通信息，互相帮助，结下深厚的情谊。

这段志愿者经历奇妙而美好，在此过程中我
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非常友好的外国同事、会
说10种语言的瑞士射箭教练……我们在这里短暂
相逢，共同为这场世界瞩目的赛事贡献出一份力
量，结下缘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在
现场观看奥运赛事时，我真切感受到了永不言弃
的奥运精神；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时，我强烈体
会到了和祖国心连心的自豪。

（作者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在读生）

怀着突破科研的渴望，我联系了网
上相识多年的植物生理生态学家——亨
德里克·波尔特教授，希望能到他实验室
进行访问研修。出乎意料的是，事情进
展很顺利，教授欢迎我加入他的团队，
我也荣幸地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
助，来到了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访学。

这座位于于利希小城、占地2.2平
方公里的研究机构汇聚了来自百余个国
家的科研工作者，初到这里，我被浓厚
的学术氛围吸引，心中充满了期待。

教授尽管年近古稀，却依然精神矍
铄地奋战在科研一线。在他的帮助下，
我迅速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和节奏。他
总是适时地向我传授宝贵的科研经验和
人生感悟。我清晰记得，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午后，我们在园区散步，他聊起自
己几十年科研生涯中的点点滴滴，既有
春风得意的时刻，也有举步维艰的阶
段。他说，低谷时，生活中小确幸——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次即兴的旅行、一
场与老友的欢聚，陪他走过了科研路上
艰难的日子。“我们要努力工作，更要
懂得用心生活。”教授的一番话深深地
触动了我。

我开始关注生活里的美。以往，
我骑车急匆匆地往返于住处和实验
室。然而，一天黄昏，我被旁人一声

“好美啊！”吸引，不由自主地放慢了
车速，抬眼望去。夕阳的余晖轻柔地
洒在森林之上，将每棵树都镀上了一

层金色，连片的油菜田宛如一片金色
海洋，远处的水塔在这光辉中熠熠生
辉。我猛地意识到，原来身边有那么
多的美好。

我用心感受留学生活中每一个
瞬间：园区内的花开花落、水面上
嬉 戏 的 野 鸭 、 小 镇 居 民 的 闲 聊 欢
笑。尤其难忘的是于利希小城一年
一度的狂欢节。那一天，整个小镇
被装扮得色彩斑斓，街道两旁挂满
了各式各样的彩灯。数十辆精心装
饰的大型花车缓缓驶过，游行队伍
中 的 人 们 彩 妆 浓 抹 ， 身 着 统 一 服
装。他们手里拿着乐器，一路唱唱
跳 跳 ， 不 时 地 向 围 观 人 群 抛 洒 糖
果、花束、薯片等小礼物。

我想尝试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研
究。幸运的是，教授不仅耐心地指导
我寻找具有高价值的研究课题，还手
把手地教我撰写和修改论文。有一
次，我们在讨论文章主题时发生了分
歧。他认为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
出发，而我则认为现有数据不足以支
撑这样的综合分析。在这个过程中，
他积极引导我从不同角度审视这些数
据，我也逐渐发现了这些数据背后的
价值。平时，教授对我宽容、有耐
心，对我的进步也会给予肯定和赞
赏。在他的悉心引导与不断鼓励下，
我更加注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加
自信与从容。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教授对我的

生活也很关心。每逢假期来临，他都
会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中做客。第一
次去他家时，他的夫人艾琳为我准备
了筷子用餐，身处异国他乡，我感受
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难 忘 的 还 有 人 生 的 第 一 次 露
营。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来到郊
外的森林露营地。森林郁郁葱葱，
树木繁茂，不时跳出的松鼠和野兔
为这片静谧之地增添了几分灵动与
惊喜。夜幕降临，营地里的朋友们
聚 拢 在 篝 火 旁 ， 唱 歌 、 聊 天 、 跳
舞 ， 直 至 篝 火 渐 渐 熄 灭 。 次 日 清

晨，我被清脆的鸟鸣声唤醒。晨雾
缭绕在帐篷四周，阳光透过树梢洒
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我感觉自
己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这次访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段
宝贵的成长之旅。我学会了用心生
活，收获了珍贵友谊，焕发了科研活
力。时光荏苒，记忆可能会模糊，但
那些难忘的景色、感动的瞬间将永远
伴随着我，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
前行，不断探索。

（作者系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访
问学者）

本报电 （记者周姝芸） 日
前，首届海外名校博士厦门行活
动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中共厦
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中
心、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
承办。

来自牛津大学、斯坦福大
学、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等全球海外名校的40名留学博士
汇聚鹭岛。通过对接洽谈、园区
企业参访、留厦人才对话以及嘉
庚寻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博士
们沉浸式感受了厦门的工作、生
活环境。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的海
外留学博士主要涵盖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相
关专业领域。近40家重点企业博
士后工作站、高校科研院所等负
责人面对面与博士们交流洽谈。

活动中，留学博士们先后参
观考察了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
海沧生物医药港、厦门大学、厦

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园区、高校、企业，实地加深了
对厦门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环境
以及留才引才情况的了解。期间
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留厦人才
对话”环节，数名优秀留厦海外
人才分享自己在厦创业工作和生
活经历。

一 名 参 会 的 留 学 人 员 表
示：“这次参访更深入地了解到
厦 门 的 发 展 现 状 、 就 业 前 景 ，
期待能够来厦门工作，开启人
生的新篇章。”

此外，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
辰 150 周年，主办方安排了嘉庚
历史寻访之旅。在陈嘉庚纪念
馆，留学人员认真聆听讲解员的
介绍，通过珍贵的史料和照片，
详细了解陈嘉庚先生的一生。大
家纷纷表示，陈嘉庚先生海外奋
斗、报效祖国的故事令人动容。
作为海外学子，在今后的学习生
活中，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弘
扬留学报国传统，积极投身创新
创业创造时代洪流。

近期，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抵达留学目的地，准备开始新生活
了。出国留学既要快速适应学校教学模式、努力学习争取好成
绩，又需要在异国他乡照顾好自己。如何兼顾学业与生活呢？

掌握学术写作技巧

在海外大学学习，各专业学生都常被要求以学术写作的形式
完成作业、结课论文。学术写作能力在整个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

海外高校所要求的学术写作形式有一定的结构要求。以美国
高校学术写作比较常用的文体“研究型论文”（Research Paper）
为例，其结构基本会按照“提问题—讲方法—谈理论—摆数据和
论据—证明结论”这个思路来搭建。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
会被认为不合规矩，轻则会被扣分，重则有可能会影响最终的
GPA成绩。

所以，提前熟悉学术写作的撰写技巧对于留学生来说相当重
要，将来在写作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学会调研

调研能力同样是留学生们必不可少的一个学术技能。欧美很
多大学在论文写作中对文献引用标注有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一旦
引用来源可信度不高，整篇文章的含金量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
牵扯到学术不端。因此，不论选取什么参考资料，首要任务是保
证其可靠性。

在哪里找到可靠的资料来源呢？学校图书馆是大多数留学生
们的答案。通常情况下，学校图书馆里收录的资料都是在各领域
研究起着关键作用的文本，信息权威性更高，且对在校学生免费
开放。

此外，学校图书馆还会订阅一些在学术领域声誉不错的期刊
文章数据库，比如 JSTOR、ProQuest等，这些免费又实用的资料
同样可以搜索下载。

注重演讲汇报

在海外高校的课堂上，老师大多喜欢与学生们互动。尤其是
在人数不多的小班课上，老师几乎都会了解每位学生的想法和观
点，一同探讨或辩论。因此汇报演讲是国外大学考核的重要部
分，需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此外，很多课程作业需要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这
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沟通能力、矛盾处理能力以及团队协作
能力。毕竟未来走向职场，团队合作、沟通交流也是很有用的软
技能。

充分利用学校资源

有时，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利用周围资源去
解决。其实校园里有很多机构、活动、资源都能为我们提供很大
的帮助。

在国外，开学之前有一个活动叫作 orientation （迎新），期间
学校会安排一些教职人员或学长学姐带新生参观食堂、图书馆、
宿舍、教学楼等场所，介绍城市风情、校园资源、交通出行等各
方面的信息，来帮助解答新生的疑惑和需求。这个活动建议同学
们一定不要错过，否则之后在校园里遇到问题可能会感到不知
所措。

此外，学校的医院、安保处、职业发展中心、留学生办公
室、心理咨询中心都是很好的资源，而且工作做得非常专业，大
家应该尽早去了解这些服务，看自己是否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到
帮助，留学生活也能适应得更快。

做一颗小小螺丝钉做一颗小小螺丝钉
孙 培

▶▶▶我在巴黎奥运会做志愿者▶▶▶我在巴黎奥运会做志愿者

访学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罗云建

海外名校博士厦门行活动举办

如何顺利开启留学生活
周成刚

如何顺利开启留学生活
周成刚

留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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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孙
培
（
右
二
）
与
来
自
其
他
国
家
的
奥
运
会
志
愿
者
合
影
。

罗云建访学近照。罗云建访学近照。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