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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上午，在斩获成都大运会首金

一天之后，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选手曹茂

园又获得了武术项目男子南棍的冠军，成为

本届大运会的“双金王”。他虎虎生风的拳术

和 棍 法 不 仅 征 服 了 裁 判 ，也 令 对 手 击 节 叫

好。在大运会的赛场上，成绩和名次并非唯

一话题，选手间的友谊、赛场上欢乐的氛围同

样引人注目。

友好的交流，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获得

男子南拳银牌的中国香港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选手刘子龙曾经来成都交流学习，他和曹茂

园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比赛前一晚的运动

员大巴上，还有其他代表团的运动员专门找

到曹茂园，一起聊音乐、聊生活，相谈甚欢。

不懈的努力，不负青春之约。“来自世界

各地的年轻人将在成都分享生活阅历、讨论

人生未来、感受中国文化。”国际大体联秘书

长艾瑞克·森超在本届大运会开幕前的憧憬，

正逐渐变成现实。在大运会的舞台上，大学

生运动员们不仅锻炼了本领，收获了友谊，同

时也将青春风采展现给全世界。

宾至如归的温暖，留下美好回忆。29日晚

的四川省体育馆，中国大学生男篮与巴西大学

生男篮激战正酣，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一浪高

过一浪。“中国队雄起”的助威声震耳欲聋，但

“巴西队加油”的鼓励声同样没有缺席。在城

北体育馆展开的武术比赛中，其他代表团的运动员获得高分时，

观众同样为之喝彩。献给对手的掌声和祝福，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感受到了温暖，也展现了东道主的善良淳朴和体育精神。

默契的互动，则让赛事更加精彩。为回馈热情的观众，男篮

比赛开始前的热身阶段，2023 年中职篮选秀大会状元陈国豪就

上演了精彩的“大风车扣篮”，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在武术赛

场，不少代表团的选手选择《茉莉花》《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作为

比赛配乐，熟悉的旋律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大运会的赛场上，有争分夺秒、激烈角逐，也有暖心时刻、青

春乐章。接下来，东安湖畔还将书写更多精彩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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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在四川成都

开幕。按照“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理念，成

都精心推进各项筹办举办工作。增进文化交

流，提升城市风貌；绿色简约办赛，成果全民

共享；多措并举发力，全面优化保障……魅力

无限的成都，正向世界展现一场精彩的体育

盛会。

增进文化交流
提升城市风貌

沐浴在盛夏阳光下，金铜与玻璃结合的

外立面上色彩流转，成都博物馆展现新容

颜。大运盛会开启，访客从五湖四海涌入这

里，聆听成都的故事。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沿

历史经纬探寻，方知成都风采。从宝墩古城

到金沙遗址，古蜀文明神秘璀璨，丰富的文

物述说故事，古朴厚重是成都的底色。建城

2300 余年，蜀锦风靡海内外，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交子诞生于此，包容开放是蓉城固有的

性格。成都大运会是首次在我国西部地区

举办的综合性国际重大赛事，为这座城市的

未来揭开新的一页。

大运会既是大学生运动员最高规格的

竞技舞台，也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成都博物馆、大熊猫基地、都江堰—青城山

景区……成都精心选定 16 处文化展示交流

点位，并根据点位特色举办 20 余项重点文化

活动，向世界展示天府文化的独特魅力。

驱车驶向成都二环高架桥，两侧的“空

中花廊”令人眼前一亮，鲜花绿树在公园城

市中茁壮成长。重点采用优质本土特色花

木品种打造园林景观，目前成都市花卉彩叶

植物覆盖率达 35%，花卉氛围呈现率达 50%，

在大运会期间形成层次丰富、类型多样的观

花体验。持续做优绿色生态本底，2020 年以

来全市共新增绿地 5712 万平方米，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2.24 平方米。

来到大运会射击比赛场馆所在的锦江区

沙河街道马家沟片区，平坦宽敞的马路上，

“口袋公园”、小微绿地沿途而建，智慧环

卫设施齐备。筹办大运会期间，成都市

将马家沟街区定位为市井生活“美丽

街区”，并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

近年来，成都市用心用情推动

城 市 更 新 和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提 升 工

程，增补公共服务、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环境品质，截至 2022 年底已打

造 60 条特色街区，实施 101 个片区的

风貌整治。成都还打造出天府社创

中心、知也图书馆等 151 个市级示范社

区美空间，为市民提供推门即享的生活

美学体验。

绿色简约办赛
成果全民共享

泳池内水花翻涌，运动员们争抢传射，

水球项目训练现场气氛热烈。新都香城水

球场馆是本届大运会女子水球比赛和训练

场地，从高处俯瞰，整个场馆的侧面线条如

舒展的莲叶，连体场馆间的漏斗形状则像滴

落莲叶的水滴。这里，是成都大运会各场馆

中节水特点最为突出的场馆。

“场馆建设之初采用了海绵城市的设计

理念，周边地面以高渗水材料铺装，配合下沉

式的渗水绿化带设计、场馆本身的坡面屋顶

将雨水汇聚起来。”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雨

水进入场馆最下方的储水器，净化后便成为

场馆的绿化用水、场馆内外的清洁用水。场

馆全年节水 3000吨以上，耗水量降低 20%。

成都大运会是一场绿色低碳的体育盛

会。简阳市东来印象多功能建筑体配备智

慧场馆能源管理系统，凤凰山体育公园足球

场的索膜结构顶篷可节约 3/4 钢材，围绕“绿

色、节俭、必须”的办赛原则，各场馆纷纷上

交出色答卷。大运村内部 100%使用新能源

摆渡车，运动员房间内除易耗品外 95%物资

为租赁，可回收再利用，绿色理念贯穿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

成都大运会是一场科技元素浓厚的体

育盛会。高新体育中心乒乓球场馆使用的

训练机器人可以自定义每个球的速度、旋转

和落点，针对训练需求设定多种动作体系；

郫都击剑场馆中心借助 3200 万像素的全景

摄像机和 AR 云景子系统实现实时视频场景

下的多点位联动，为观众送上超高清的

观赛体验。成都借鉴科技冬奥经验

制定《科技赋能大运行动方案》，在

场馆建设、赛事保障、数字观赛

等方面实施超过 170 项技术产

品，推动创新成果为大运会添

彩助力。

成都大运会是一场惠及

群 众 生 活 的 体 育 盛 会 。 赛

前赛后，大运会成果将持续

融入城市肌理。聚焦市民就

近健身需求，成都持续利用公

园 绿 地 、城 市 边 角 空 间 打 造

“运动新空间”。着力落实大运

场馆惠民开放行动，成都今年将

实现各级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开放服务 460 万人次以上。

多措并举发力
全面优化保障

煎炒烹炸，大运村运动员餐厅内香味四

溢。面对色香味俱佳、品类丰富的美食，不

少运动员挑花了眼。

500 多名厨师组成的大运会餐饮服务团

队，精挑细选上百种食材，烹饪出符合运动员

营养标准的美食。成都串串、宜宾燃面等川

菜美味登场，别具地方特色、兼顾安全可口的

餐饮给成都大运会参赛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运村里，暖心服务随处可感。运动员

餐厅、代表团服务中心、医疗中心、行政保障

中心、健身中心等一应俱全。服务台上，翻译

对讲系统运用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能

提供 83 种语言在线互译、文本转换和语音合

成服务。观川剧、赏蜀绣，文化体验活动丰富

多彩，大运村的生活方便快捷又充满趣味。

成都大运会举办时间正在夏季用电高

峰期，电力保供是一大挑战。成都提前制订

大运保电计划，超过 300 个保供电细化方案

织密安全网。成都大运会电力保障指挥调

度中心全力以赴，以“成都市全域电网图”为

数字化基础底座，集成 14 套业务系统，实现

保电对象“全感知”、需求响应“全链接”、指

挥调度“全在线”。屏幕后方，数千名保电人

员奋战一线，保障赛会顺利进行。

上午 8 时，东安湖畔的大运会主媒体中

心内人头攒动，国家电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大运会电力保障队队长于洋和同事们也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分组行动，逐楼层、

逐点位检查场内供用电设施运行情况。“相

比于竞赛场馆，这里的开关插座非常密集。

我们要保障好每一个话筒、每一台设备的稳

定用电。”于洋说。

一边引导带路，一边讲解赛事信息，奔

忙在大运场馆中的“蓉宝”机器人频频刷屏

社交媒体。不仅颜值在线，它还带有应急功

能，能在场馆中心递送应急包、自动体外除

颤器等医疗应急工具，帮助人们从容应对突

发情况。成都在大运会赛事保障、辅助训

练、生活服务等方面广泛引入智能机器人，

更少的失误、更高的效率，“机器人队伍”彰

显了赛事保障的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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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的赛场上，有争分
夺秒、激烈角逐，也有暖心时
刻、青春乐章。接下来，东安湖
畔还将书写更多精彩的诗篇

“最小的个头，抢下最多的篮板。”7 月 28 日，在成都大运会

中国大学生女篮首场小组赛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双菲给

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司职控球后卫的她身高 170 厘米，是

全队最小的个头，她全场比赛得到 17 分、10 个篮板和 5 次助攻，

助力中国大学生女篮以 83∶63 战胜葡萄牙大学生女篮，其中篮

板球数据位居两队球员之首。30 日进行的第二场小组赛，李双

菲得到 11 分、5 个篮板、4 次助攻和 4 次抢断，保持出色表现。

敢打敢拼、球风飘逸是李双菲的突出特点。在大学生女篮

赛场，她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篮是一支强队，曾连续 3 次夺得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女子组冠军。作为后卫，她是球

队发动进攻的枢纽，个人进攻手段很丰富，投篮和运球动作灵

动。李双菲在防守端也全力以赴，即便身高不占优势，也从不畏

惧和对手拼抢球权。

全面的能力让李双菲脱颖而出，一步步走向更高的舞台。

2022年，她加入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四川队。首个赛季，她

就助力球队夺得总冠军，并且在全明星星锐赛中得到 21分，是南区

队中得分最高的球员。经过一个赛季的历练，她的能力又有了进

一步提高。在成都大运会对阵葡萄牙大学生女篮的小组赛中，李

双菲曾在后场接球后，运球到前场并突破上篮得分，展现了她扎

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竞技状态，得到现场观众热情的鼓励。第二

场小组赛，她的防守功力进一步体现，多次抢断完成快攻得分。

参加成都大运会，让李双菲倍感骄傲。1998 年出生的李双

菲说，自己从 4 岁开始接触篮球，非常热爱这项运动。通过校园

赛场的历练，她一步步确立了更高的目标，期待能够入选国家

队，站上更大的赛场。本次大运会中国大学生女篮的很多队员

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女篮，这让李双菲有机会与以前的队友重

聚，她格外珍惜这次参赛机会。“期待在本届大运会上，自己能稳

定发挥，助力中国大学生女篮取得佳绩。”李双菲说。

中国大学生女篮球员李双菲——

“最小的个头，抢下最多的篮板”
本报记者 王 亮 范佳元 余秋雨

本版责编：巩育华 唐天奕 王 博

版式设计：蔡华伟

成都大运会开幕以来，大运村内的互动

体验中心成了热门打卡地。没有比赛任务

的运动员纷纷来到这里，参加丰富多彩的非

遗文化互动体验活动。

各代表团成员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

导下，体验年画、蜀绣、竹编、脸谱、剪纸、绳

编、风筝、香包等 8 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制

作技艺，也可以参加书法、中国绘画创作、学

打太极拳、穿戴汉服等 4 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作品制作完成后，将赠送给体

验者，为他们留下一段独特记忆。

“用工具蘸一点颜料，给画面上凸出的

线条均匀上色。然后，把纸铺上去，均匀摁

擦，一幅生动的年画就完成了。”7 月 29 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夹江年画传承人陈

晓容在年画课堂上介绍制作技艺。一旁的

外国代表团运动员听完志愿者的翻译，迫不

及待地尝试起来。

“一张小小年画，展现了夹江竹纸制作

技艺和年画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晓容说，“非遗文化互动体验活动是一座

交流桥、友谊桥、连心桥，有助于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蜀绣教室里，绣着熊猫图案的手帕十分

吸引人。在老师的指导下，几名意大利大学

生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在手帕上绣起了自己

的名字，刚开始动作很生疏，但学了一会儿，

渐渐掌握了下针的要领。他们兴高采烈地

拿着绣着自己名字的蜀绣手帕，连声向指导

老师道谢。

“运动员们在学习剪纸时都很专注，大运

村的体验活动将非遗文化和大运文化融合在

一起，有意义、有趣味。”剪纸非遗传承人庄丛

灿说。在剪纸课堂，留言簿上留下了不少运

动员的所思所想。一名外国代表团运动员写

道：“我们在这里享受乐趣，也学习到很多新

的东西。每个人都十分友善，老师也很有才

华，这次体验真的很棒！”简单质朴的话语，

体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与互动。

一名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则在字

里行间表达着骄傲与自豪：“中国非遗源远

流长！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非遗魅力！”

大运村非遗文化互动体验活动丰富多彩

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
本报记者 杨笑雨

图①：国家电网成都大运会电力保障

团队在东安湖体育公园开展用电检查。

宋豪新 安 伟摄影报道（人民视觉）

图②：7 月 30 日，大运村健身中心，

斯洛伐克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准备

训练。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③：7 月 30 日，大运村互动体验中

心，意大利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体

验中国书法。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④：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之前，工作

人员对主舞台进行清洁。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李
双
菲
（
左
）
在
比
赛
中
。

本
报
记
者

王

亮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