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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下，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蔚

为壮观。从空中俯瞰，穹顶上 1.2 万块彩釉玻

璃拼装成的“太阳神鸟”振翅欲飞，映射出天

府之国的锦绣繁华。

这里是四川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与千

年蓉城如约相遇，只待 7 月 28 日晚大幕拉开。

走过六十四载，大运会依然风华正茂。

重成长、促交流、向未来的特质，为这一综合

性国际赛事赋予澎湃的活力。而今，大运会

将接力棒传给了成都，新的青春故事正等待

全球青年人共同书写。

逐梦舞台，展示风采

走进成都大运会博物馆，1000 余件实物

藏品让人目不暇接，讲解员张恒源正向参观

的游客讲解着大运会的悠久历史。

一张张珍贵照片，记录下中国人参与大

运会的身影。1959 年首届大运会，中国派出 4
名田径选手参加；1977 年，首次以中国体育代

表团的身份参加大运会；1979 年，中国选手夺

得首枚大运会金牌。“很多知名运动员都是从

大运会开始崭露头角的，比如李宁、姚明、刘

翔、郭晶晶……”张恒源说。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与大运会越走越近。

2001 年和 2011 年，北京、深圳先后成功举办大

运会，世界见证了飞速发展的中国。2019 年 3
月，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权

花落成都。中国与大运会第三次牵手，决心为

世界呈现一届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风采、

展现巴蜀韵味的体育盛会。

筹办大运会的 1000 多个日夜，东道主成

都瞄准“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目标，每一

步都走得坚实有力。新建场馆 13 处、改造场

馆 36 处，在大运会开幕前提前向公众开放。

成都大运村按照“大学所需、大运必须”的原

则，采用“建改结合”方式，赛后将继续利用。

高 规 格 的 硬 件 之 外 ，更 有 高 品 质 的 软

件。从 2018 年起，成都就把打造世界赛事名

城作为城市建设目标之一，所积累的办赛经

验与协调管理能力，为大运会各环节顺畅运

行提供有力保障。各代表团抵达后，对举办

方精益求精的服务保障频频点赞。

“成都大运会的举办经历了重重困难，但

是成都从来没有放弃，勇敢向前。我相信这

届大运会将会非常精彩。”国际大体联夏季大

运会部赛事经理布莱恩说。

青春聚会，激情飞扬

成都大运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时，清华大

学校园内举办了“青春有约 唱响大运”活

动。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胡凯出现在人群

中，他曾有另一个身份——2005 年伊兹密尔

大运会男子 100 米冠军。

胡凯的成功，为体教结合提供了一个鲜

活样本，也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高校体育的

价值。借助大运会的平台，以体育人的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曾经的大运会因其办赛规模大、参与人

数多、竞技水平高，一度被称为“小奥运会”。

如今，这一概念已经大大淡化。大运会更像

是一场青春聚会，为全球青年人提供文化交

流、融合互动、增进友谊的舞台。

成都大运会上，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共派出 411 名运动员参加全部 18 个大项的比

赛，运动员平均年龄 22.9 岁。其中，94.2%的

选 手 是 首 次 参 加 世 界 大 学 生 夏 季 运 动 会 ，

83.6%的选手首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综合性

运动会。让大学生成为大运会的主角，培养

更具国际视野和竞争活力的青年一代，比竞

技成绩更重要。

成功的定义不只是凯旋，还有奋斗。中

国艺术体操队运动员李雪瑞，和队友们每天

苦练十几个小时，只为在赛场上绽放“力与

美”。不仅如此，作为一名研究生，她把参赛

与科研结合，早早准备好调查问卷，希望利用

比赛间隙和其他选手交流。大运会对她来

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 20 岁的芬兰篮球运动员卢科宁·埃米

心中，大运会的关键词是“融汇”。参加大运

会，让他走出欧洲比赛圈，浸润在来自不同地

区的文化背景和篮球风格之中。“我已经迫不

及待想体验这届赛会，并且重新审视自己的

项目，希望能碰撞出有意思的火花。”

宝贵财富，惠及长远

位于成都金牛区的凤凰山体育公园，本

赛季中超联赛成都蓉城队主场比赛一票难

求，现场火爆景象屡次在社交媒体刷屏。成

都大运会期间，这里将承办篮球项目比赛。

“成都市民对体育的热情，已经达到空前的高

度。”志愿者李彦波感慨。

让体育融入日常生活，正是成都大运会

的追求。几年间，天府绿道建成超 5000 公

里，沿途体育设施达 1700 多处，全市公

园总数超 1500 个，许多原本闲置的城

市边角地变成了运动空间。如今置

身这座“公园城市”中，运动设施随

处可见，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作 为 国 际 大 体 联 夏 季 大 运

会部主任，赵晶深切感受到成都

的变化。“我们更希望是和城市

一起成长。”这不仅是大运会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体育

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大运会激活的不只是运动氛围。青年是

未来的希望，也是美好明天的创造者。自筹

办大运会以来，成都青年志愿者注册数量从

67 万增至 139 万，新入驻志愿服务组织 6300
余个。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展现着阳光、

开放、充满希望的城市形象。

以体育传递友谊、以文化凝聚力量、以交

流共筑和平。7 月 28 日晚，当全世界的目光

再次投向中国，一届“注定不同、必定精彩”的

大运会勾勒出大学生体育的崭新模样。

“青春的微笑，是爱的名字。你和我，在

这里，世界有我们……”悠扬的歌声传来，大

运会迈着矫健的步伐，以成都为新起点，向未

来阔步而行。

重成长 促交流 向未来

书写新的青春故事
本报记者 孙龙飞 郑 轶

盛夏时节生机勃发，锦绣蓉城灼灼

风华。7 月 28 日晚，当“蓉火”照亮东安

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来自世界各地的

青年运动健儿相聚成都，唱响大运欢歌，

共赴青春之约。

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成都

大运会是党的二十大后我国举办的首

个重大国际体育赛事。4 年多的筹备过

程中，尽管赛会受疫情影响两度延期，

带来诸多挑战，但东道主因势而动、担

当有为，有条不紊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从场馆建设、赛会组织到服务保障、文

化 活 动 ，无 不 让 远 道 而 来 的 客 人 眼 前

一亮。

这是一个梦想绽放的舞台。体育

与 青 春 向 来 密 不 可 分 ，大 运 会 成 为 众

多 体 坛 名 将 开 启 传 奇 生 涯 的 第 一 站 。

以 大 运 赛 事 为 纽 带 ，全 球 优 秀 大 学 生

运 动 员 展 开 逐 梦 之 旅 。 他 们 期 待 着 ，

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汗水，在赛场

外 交 流 互 动 、收 获 友 谊 。 当 大 运 盛 会

与 青 春 光 芒 交 相 辉 映 ，新 的 篇 章 正 精

彩落笔。

这是一次全民参与的行动。办好一个赛，激活一座城，

成都因大运会愈加迸发活力。49 座绿色低碳场馆整装待

发，2 万名赛会志愿者奔赴各自岗位，来自各行各业的 800 名

火炬手接力传递，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健身大军……

乘着“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东风，全民乐享运动氛围日

渐浓厚。

这是一扇展示风采的窗口。糅合“太阳神鸟”与“凤

凰”元素的会徽、吉祥物大熊猫“蓉宝”、将镜头对准茶馆

和火锅店的宣传片、与赛事配套的丰富“文化大餐”……

成 都 大 运 会 将 中 国 特 色 、时 代 风 采 、巴 蜀 韵 味 全 方 位 呈

现，让世界再一次看见成都、感知中国。“来成都，巴适得

板！”热情好客的东道主敞开怀抱，喜迎四海宾朋共享大

运时光。

奋斗青春，放飞梦想，激情与光荣在这里绽放。站在新

的起点上，大运会与成都双向奔赴、彼此成就。未来 12 天，

让我们尽情享受这场体育盛宴，凝聚青春的力量，播撒希望

的种子，携手共筑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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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青春，放飞梦想，
激情与光荣在这里绽放。
站在新的起点上，大运会
与 成 都 双 向 奔 赴 、彼 此
成就

不是第一次来成都，然而这次却不一样。

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大运会主题元素随处可见，从路

边悬挂的大运标识到街头摆放的大运主题花坛，从大屏幕

播放的宣传片到楼宇间张贴的巨幅海报，无不在告诉人们，

大运会就要来了。

出租车司机也热情洋溢，提到大运会，就打开了话匣子。

从大运会专用车道说到大运会“定制”自行车，再到为大运会

兴建的各个体育场馆，最后还不忘“推销”吉祥物“蓉宝”。

也难怪，憨态可掬的“蓉宝”在大运会官方特许商品零

售店里最受欢迎，人们争相购买、打卡拍照，常常供不应

求。在街上，随处可见“蓉宝”的身影。位于大运村运动员

餐厅对街的大熊猫雕塑，成为运动员们打卡的第一选择，也

成为媒体在这里的最佳采访点。大熊猫是成都的一张文化

名片，这次和大运会亲密接触，又掀起了热潮。

大运会上能展现成都元素的可不只大熊猫。东安湖体

育公园主体育场顶上的“太阳神鸟”图案，大运会奖牌上使

用的蜀锦绶带，还有大运会火炬设计融入的传统手提式马

灯造型，都蕴含着成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神韵。这些传统

的蜀文化元素和大运会的首次碰撞，就展现出巴蜀文化独

特的吸引力。

提到对成都的印象，还有一项不得不说，那便是成都的

美食，红油火锅、串串香、钵钵鸡、麻辣兔头、红糖糍粑……

大运会走进成都，成都美食走进大运会，吃川菜成为远方来

客尽情品味中华美食、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绝好机会。

当成都和大运会相遇，一场青春的盛会里多了一些东

方神韵，古老的成都释放更多年轻活力。

大运会里的成都印象
本报记者 刘书文

城市街道，花团锦簇，“最美阳台”装点楼

宇门面；道路两侧，绿树成荫，“天府绿道”穿

插其间；东安湖面，波光粼粼，“一场三馆”矗

立湖边……成都大运会将于 7 月 28 日开幕，

蓉城一片喜庆氛围，喜迎八方来客。

体 育 场 馆 转 入 赛 事 运 行 阶 段 。 盛 夏 时

节，府河之畔，成都市猛追湾游泳场里，市民

在泳池尽情畅游。一旁的水球馆里，运动员

们已在开展适应性训练。猛追湾水球馆是一

处改建场馆，改建后新增绿化面积达 911 平

方米。

自筹备大运会以来，成都市坚持节约、节

俭、可持续原则，全面建成 49 个场馆，其中新

建场馆 13 处、改造场馆 36 处，场馆功能硬件

和服务软件全部达到国际比赛标准，新建场

馆均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大 运 村 迎 来 各 代 表 团 运 动 员 。 7 月 22
日，成都大运会大运村开村仪式举行。随后，

先期抵达的各代表团运动员相继入住。坐落

于成都大学校园内，大运村占地面积约 80 万

平方米，生活、休闲、健身、科技等设施一应俱

全，赛时可容纳 1.1 万人住宿，赛后将移交成

都大学。

走进大运村，欢迎中心的服务台上，一个

个“黑盒子”堪称运动员的得力帮手。“这个智

能翻译对讲系统能提供 83 种语言在线互译、

文本转换和语音合成服务，将帮助各代表团

运动员实现无障碍交流。”大运村媒体中心副

经理冯铭说。大运村内，自动驾驶车辆也为

运动员带来科幻感。

赛事筹备最后冲刺。 7 月 23 日晚，成都

东安湖体育公园上空，烟花璀璨。当日，成都

大运会开幕式彩排紧张有序进行。遵循“简

约、安全、精彩”原则，开幕式的演员、志愿者

规模将近 2000 人，整体时长不到 100 分钟，文

艺表演压缩到 15 分钟。

有序推进赛事组织。今年 4 月至 6 月，成

都举办了系列测试赛，完成全部竞赛项目的

测试检验。为精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成都

大运会执委会规划配置了 48 家现场医疗保障

医院，招募 2 万名赛会志愿者从事赛事保障

服务。

办赛营城实现大运惠民。老院落里，楼

房外立面绘有墙画，清新雅致。成都市金牛

区 银 桂 片 区 ，改 造 一 新 的 街 区 景 观 干 净 整

洁，这里设有邻里交流区、儿童趣玩区、健身

区等多样空间。

推动大运惠民，“爱成都·迎大运”城市

环境品质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全面推进夜

景靓化、立面净化、市容美化、生态优化，成

都统筹打造 20 个特色街区，实施 15 个片区

风貌整治，改善老旧院落、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等场所环境，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

时，通过天府绿道体系建设，打造“社区运动

节 ”，举 办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全 民 健 身 蔚 然

成风。

大运会，成都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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