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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迈克尔·约翰逊、萨博尼斯……这

些世界体坛名将有一个共同点——都参加

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大运会开幕

式所在地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里，坐落

着成都大运会博物馆，记录了他们的身影，

并展示了历届大运会的精彩时刻、赛场内外

的故事。

7 月 24 日，成都大运会博物馆正式开馆，

并于 7 月 29 日起对公众开放。博物馆展厅面

积达 3300 平方米，分布在主体育场 D 区的 1
层和 6 层。在博物馆门口，伴随国际大体联

会歌《让我们欢乐吧》的悦耳旋律，“签名熊猫

雕塑”迎接人们的造访。走进博物馆 6 层展

区，从宽阔的观景平台望出去，成都大运会主

火炬熊熊燃烧，东安湖体育公园的美景一览

无遗。

整个博物馆虽然面积不大，但丰富的展

品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一张张历届大运会

的精彩照片前聚集着不少游客“打卡”留念。

从 1924 年首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大运会前

身）举行，到 1949 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正式宣告成立，从 1959 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在意大利都灵揭幕，到如今第三十一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举办，大学生

体育运动的百年过往、大运会 60 余年历史，

浓缩在成都大运会博物馆的 8 万件藏品、影

像及电子文档资料中。

1977 年索菲亚大运会的比赛记录、2001
年北京大运会的吉祥物、2005 年伊兹密尔大

运会上中国队选手胡凯在男子百米“飞人大

战”中夺冠……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幕幕动

人的过往，将人们带回到大运会历史上的一

场场经典比赛中。经历过 18 届大运会的国

际大体联秘书长艾瑞克·森超表示，未来国际

大体联将会把更多的文件和展品陈列在成都

大运会博物馆里。

成都大运会博物馆拥有8万件藏品、影像及电子文档资料

赏体育典藏 品大运文化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在成都大运会赛场上，精彩的赛事

扣人心弦；走进城市街头巷尾，人民安居

乐业的场景比比皆是。筹办举办大运

会，让青春活力在城市肌理间涌动，让体

育之歌在市民生活中奏响，成都因大运

盛会焕发新的光彩。

提升颜值，成都更美更宜居。本届

大运会作为首次在我国西部地区举办的

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成都欣然应考。

无论是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街区，还是增

补公共服务设施，一项项改变凝结成群

众的获得感。如今的成都，城市道路愈

发平坦宽阔，一座座公园扮靓老街，1200
余个老旧小区得到更新改造……大运成

果，全民共享。

办赛兴业，体育产业激活城市发展新

动能。随着体育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体

育产业建圈强链，成都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2022 年全市体

育产业总规模突破 1000亿元。大运会的

举办为城市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建设世

界赛事名城稳步推进，成都体育产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以文润城，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近日，天府艺术公园内人

头攒动，“时间引力——2023 成都双年展”火热开展，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齐聚成都，带来具有国际范儿的艺

术文化展演。借助大运会的东风，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成

都落地生根、结出硕果。近年来，丰富的文化供给给成都增添

了更多韵味与文化厚度，城市艺术环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

提升。

补齐短板，点燃全民健身热情。以大运会为契机，运动健

身正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近年来，成都打造社区运动角示

范项目 200 余处，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年均惠及

460 余万人次，逐步化解“健身去哪儿”难题。每年开展“社区

运动节”“乡村运动节”等全民健身活动 5000 场次，群众健身

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爬一次山、打一场球或是在绿道上

骑行，如今已成为许多成都市民的休闲选择。

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可以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

象。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成都的未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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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成 都 街 头 走 走 看
看，可以感受中国式现代
化的万千气象。办好一个
会，提升一座城，成都的未
来值得期待8 月 3 日，成都大运会赛程已经过半，

目前赛会竞赛组织工作总体运行平稳。18
个大项中的射箭、柔道、艺术体操、射击、

武术 5 个项目已经完赛，田径、体操、乒乓

球、篮球、排球等 12 个项目正在进行中，赛

艇项目 4 日开赛。

国际大体联世界夏季大运会主任赵

晶表示，国际大体联最近与各代表团就参

赛感受进行了交流，得到的反馈都是对成

都大运会百分之百的肯定。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执行团长刘立

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赛以来，

大学生运动员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

跳水、武术、游泳、跆拳道、射击、射箭、柔

道等多个项目上取得了亮眼成绩和突破，

为后半程的比拼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赛事运行平稳
成绩亮点不少

在 8 月 3 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

部）新闻发言人刘国荣介绍，截至 8 月 2 日

晚，所有已完成的比赛共产生 382 枚奖牌，

其 中 金 牌 111 枚 ，银 牌 112 枚 ，铜 牌 159
枚。中国代表团获得 36 金 12 银 12 铜，暂

列奖牌榜榜首。

开赛至 8 月 2 日，共有 5 个小项打破赛

会纪录，其中 4 项为中国代表团游泳队创

造。覃海洋在男子 100米蛙泳、张雨霏在女

子 50米蝶泳中打破赛会纪录，由李冰洁、柳

雅欣、罗悠扬和张雨霏组成的中国队在女

子 4× 100 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由王谷开

来、覃海洋、张雨霏、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

在 4× 100 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也分别打破

赛会纪录。另外，射击项目由印度代表团

打破男子 10米气步枪团体项目赛会纪录。

除了破纪录，中国代表团还在不少项

目中取得突破。来自西南大学的张凯在跆

拳道男子 80 公斤以下级比赛中夺冠，摘得

教育部组队参加大运会以来跆拳道男子竞

技项目的首金。来自中国民航大学的贾春

迪获得女子柔道 78 公斤以上级冠军。射

箭项目摘得 2 金，其中复合弓项目首次参

赛就收获男子团体金牌。来自清华大学

的夏雨雨获得田径女子 10000 米冠军，中

国代表团在此项目上连续 3 届蝉联冠军。

从 8 月 3 日到全部比赛结束，本届大运

会还将在篮球、排球、水球、田径、游泳等

14 个大项中决出 100 余枚金牌。刘立新表

示，运动员们将继续全力以赴、超越自我，

在赛场内外发挥团结协作和拼搏进取精

神，展现中国青年自信阳光的面貌，力争

取得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榜样力量凸显
共同切磋进步

来自东南大学的张雨霏和来自同济

大学的覃海洋刚在游泳世锦赛上取得佳

绩，又赶来参加大运会。他们的出场带动

了观众的观赛热情，也激励游泳健儿奋勇

争先。8 月 1 日上午，来自中南大学的彭惠

迪在张雨霏赛后登场，在她看来，向高水

平运动员学习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游泳项目开赛以来，中国代表团游泳

队选手发挥出色，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中国代表团游泳队领队、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校长丁浩表示，大运会的竞技水平同奥

运会等大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知名

运动员参赛的带动作用显而易见，“在你追

我赶的竞争中，相信会有更多大学生运动

员突破自我、取得佳绩、走上更高舞台。”

本届大运会，不少代表团都派出实力

选手出战，如中国香港代表团击剑选手张

家朗、泰国代表团跆拳道选手班妮巴·翁巴

达那吉、土耳其代表团男子体操选手阿德

姆·阿西尔等。他们的参赛，既提升了赛事

竞技水平，也为各代表团运动员创造了向

高手学习、共同成长进步的宝贵机会。

8 月 2 日，由奥运冠军、来自成都体育

学院的邹敬园领衔的中国队战胜奥运冠

军桥本大辉领衔的日本队，夺得体操男团

冠军。当日，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

馆 座 无 虚 席 ，不 少 观 众 带 着 孩 子 前 来 观

赛。一位成都家长感慨，希望用冠军的成

长 故 事 引 导 教 育 孩 子 积 极 锻 炼 、拼 搏 进

取，将来有机会为国争光。

12 年前，苏炳添在深圳大运会男子百

米项目摘铜，从此带领中国男子短跑在世

界大赛中跑出中国速度。成都大运会，来

自上海体育大学的陈冠峰同样在男子百

米决赛摘铜，并在半决赛中跑出个人赛季

最好成绩。以优秀运动员为榜样，一代又

一代大学生运动员不停追梦、勇攀高峰。

他们也将成为榜样，激励更多青少年追求

卓越、奋斗不息。

勇于超越自我
青春精彩绽放

细数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在成都大运

会上的精彩表现，艺术体操队以“千磨万

击还坚劲”的韧性刻苦训练，如愿站上集

体全能最高领奖台；跳水队始终追求精益

求精，不断突破高分、超越自我；乒乓球队

在跌宕起伏的比拼中稳住心态，拿下男、

女团体冠军；射击队练就了“百步穿杨”的

本领，表现亮眼；武术队在一招一式中，展

现了中国力量和青春风采……

拼搏精神总是动人。凭借小组赛的

出色发挥，中国大学生男子水球队晋级八

强。对这支世界大赛的“新军”来说，“放

手去搏、积累经验”是目标。尽管实力和

强队还有差距，但队员们顽强的作风不输

对手。男子水球队领队于晗说：“大家在

比赛中收获了不小的锻炼，以不到最后一

刻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和观

众的掌声。”

团结凝聚起前进的力量。中国大学生

女子篮球队在本届大运会上发挥出色，截

至 8 月 2 日，保持参赛全胜，靠的是每一名

队员的不懈努力。小组赛首场对阵葡萄牙

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后卫李双菲抢下

全场最高的 10 个篮板；1/4 决赛迎战巴西

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敬一投中 7 个

三分球；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韩旭等队

员持续稳定发挥，女篮姑娘们以团结协

作精神打出了中国青年的精气神。

成都成就梦想，青春在赛场内外

绽放。来自同济大学的杜美余第一

次参加世界大赛，就和队友夺得射

箭复合弓男子团体冠军。杜美余表

示，要把自己难忘的参赛经历和技

术、经验带回学校，让更多同学爱

上射箭。

成都大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选手表现亮眼

追求卓越 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刘硕阳 郑 轶 杨笑雨

8 月 3 日晚，成都大运会跆拳道项目男子 63 公斤以下级

决赛在四川大学体育馆进行。最终，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选手梁育帅以 1∶2 负于对手，获得银牌。

在去年 11 月进行的跆拳道世锦赛中，年仅 22 岁的梁育帅

便获得 63 公斤以下级金牌。今年，他又相继在 3 个世界大赛

中获得冠军。在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的中国跆拳道国家队

中，梁育帅逐渐崭露头角。

对于本次比赛结果，梁育帅并不满意。赛后他摘下头套，

脸上尽显遗憾。“今天没能在家门口拿到金牌，非常可惜。我

没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次比赛值得好好总结。”梁育帅说。

纵观全场比赛，梁育帅大多时候处于被动。他说，自己和

对手在世锦赛也曾交手，对手同样遏制住了他的发挥。此次

比赛，在关键的第三局，梁育帅有一次关键得分因为犯规被裁

判取消成绩，就此丢掉领先优势。他坦言，等待判罚结果的时

间感觉十分漫长，自己在心态方面也有一些波动。

一路走来，梁育帅并不容易。他表示，在注重身高的跆拳

道项目中，自己的身高曾经不占优势。眼看身边同龄的小伙

伴，甚至年龄更小的师弟都去往更高的舞台，梁育帅心里很是

着急。放弃吗？也想过。但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他选择

坚持，继续优化自己的技术特点。经过不断努力，他终于得到

了回报，多次站上冠军奖台。

一场失利不会阻止他前进的脚步。“回去接着练！”赛后，

梁育帅给自己打气。在他看来，与其沉溺于一时的胜负，不如

在训练场上提升本领，“我对下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中国代表团跆拳道选手梁育帅—

“我对下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王 亮 郭笑羽 籍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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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李志勤（右）在武术

散打女子 60 公斤级决赛中。

本报记者 武卫政摄

图②：3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王振在田径男子跳

高决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③：3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粟文在田径男子三

级跳远决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④：3 日，中国代表团选手吴艳妮（中）在田径

女子 100米栏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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