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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代表团田径队选手吴艳妮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个全彩

3D 打印的人物形象手办。看到一手抱着“蓉

宝”、一手拿着火炬的缩微版的“自己”，吴艳

妮惊呼：“连辫子上的头发丝都纤毫毕现，这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来 到 大 运 村 科 技 服 务 工 作 站 3D 照 相

馆，出生于 7 月 22 日至 8 月 11 日期间的各代

表 团 成 员 ，都 有 机 会 免 费 获 得 一 个 精 致 的

手办。

运动员获得“大运版”手办，少不了 AI 科
技显身手。

在面积只有 7 平方米的摄影棚内，环绕

设置了 82 个摄像头，能在 3 秒内为体验者拍

摄 800 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通过 AI 云端建

模还原真人形象，使用光敏树脂材料逐层打

印，生成最终形态。

工作人员顾栗介绍，目前可生成产品的

常规尺寸分为 9 厘米、12 厘米、15 厘米和 18
厘米，产品越大精细度越高。在大运村，为

代表团成员准备的手办都是最大号的 18 厘

米版本。“3D 打印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做出来

的手办不易褪色，可以保存很多年。”她说。

从 2D 的 照 片 到 3D 的 立 体 模 型 ，科 技

的 巧 思 包 裹 着 浓 浓 温 情 ，为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赛事参与者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不少

运 动 员 在 拍 摄 时 秀 出 自 己 的 招 牌 动 作 ：新

加坡代表团一名艺术体操运动员摆出了高

难度的“一字马”；波 兰 代 表 团 一 名 运 动 员

则 做 出 拉 弓 射 箭 的 姿 势 ；还 有 一 名 外 国 运

动 员 头 戴“ 蓉 宝 ”兔 头 帽 ，对 着 镜 头 秀 肌

肉 ，在可爱与健美之间制造了“反差萌”的

效果；更有运动员穿着泳衣、戴着奖牌前来

拍摄……

一张张照片将精彩瞬间定格，一个个造

型迥异、风格鲜明的手办，也将成为各代表

团成员在成都大运会期间的独家记忆。

“之前巴西代表团一名教练带着一群队

员慕名前来体验，并连续两天早早赶来等待

手办开箱。”顾栗说，原本约 15 天的手办制作

周期被压缩到 4 天，目前，已经有来自数十个

代表团的 100 多人收到了这份生日礼物。

“大运会参与者们带着这份饱含中国特

色、成都记忆的手办回到家乡，就是对中国

科技、中国文化的一次有力推广。”速哇 3D
摄影负责运营 3D 照相馆，其商务总监何星

成说。

除了 3D 照相馆，大运村里，不少科技产

品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便利。能提供 83 种

语言在线互译的智能翻译对讲系统、23 摄氏

度恒温凉感背心、能在 90 秒内调制出不同口

味咖啡的“咖啡机器人”……科技改变生活，

让成都大运会充满惊喜。

（郑真参与采写）

3D打印人物形象手办风靡大运村

特殊的礼物 新奇的体验
本报记者 孙龙飞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参加长距离的径赛项目，是对运动员

速度、耐力和意志品质的多重考验。尤其

到了比赛最后阶段，落后的运动员如果想

改 变 节 奏 、提 速 并 超 越 对 手 ，并 非 易 事 。

在成都大运会田径女子 10000 米比赛中，

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在最后一圈发起

挑战，超越领先于她的对手，加速撞线，夺

得冠军。夏雨雨勇于挑战、敢打敢拼的精

神让网友纷纷点赞。

竞技赛场上，运动员经常要面临各种

挑战。有时要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有时要

克服伤病等困难……只有顽强拼搏，迎难

而上，在一滴滴汗水间成长，在一次次磨

炼 中 蜕 变 ，才 能 超 越 自 己 ，展 现 更 好 的

状态。

迎接挑战，是向着新目标不断奋进。

在游泳世锦赛获得 2 金 1 银 2 铜后，中国代

表团选手张雨霏紧接着投身大运会赛场，

参加 9 个小项的比赛。接下来，她还将参

加今年 9 月开幕的杭州亚运会。接连参加

高强度赛事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心态，

张雨霏却始终面带微笑，从容应战。在她

看来，金牌不是终点，而是迎接挑战的新起点。

迎接挑战，是面对困难时顽强拼搏。在成都大运会跆拳

道女子团体品势决赛中，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中国代表团

选手李婉和队友在上场前 30 分钟决定挑战“踺子后空多腿”

这一在平时训练中都很少完成的高难度动作。她们敢打敢

拼，最终在比赛中顺利完成动作，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

迎接挑战，是遭遇挫折后永不言弃。赛场上的优胜者当

然可敬，但那些在失利后勇敢面对、坚持向前的运动员同样

值得掌声。在成都大运会射箭项目女子复合弓个人赛铜牌

赛结束后，输了比赛的周嘉玉红了眼眶，这是她本届大运会

第三次与奖牌擦肩而过。谈及未来，已经结束全部比赛的周

嘉玉并不气馁，而是表示赛场上的经历让自己收获许多，接

下来会完善自我、继续追梦。

“ 下 一 场 比 赛 争 取 更 好 ”“ 每 个 人 都 做 到 了 全 力 以

赴”……在成都大运会的赛场上，大学生运动员勇敢迎接挑

战 的 经 历 ，是 他 们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追 求 卓 越 、实 现 突 破 的 写

照。他们的故事也将激励更多人为梦想拼搏，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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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运动员勇敢迎接
挑战的经历，是他们在人生
道路上追求卓越、实现突破
的写照。他们的故事也将激
励更多人为梦想拼搏，勇毅
前行

“感谢亚明哥！”8 月 3 日，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刚刚夺得

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冠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粟文向帮助自己的

前辈表达了感激。过去一段时间里，这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的三级跳远运动员一直跟随东京奥运会银牌得主朱亚明的团

队一同训练。

本赛季以来，24 岁的粟文展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6 月

底在辽宁沈阳进行的全国田径冠军赛和 7 月在浙江衢州展开

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中，他都紧随朱亚明之后获得亚军，位列方

耀庆和吴瑞庭两位名将之前。不过即便如此，粟文也没想到

自己能在成都大运会上取得突破。

此前，粟文在室外赛场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全国田径冠

军赛上跳出的 16 米 84。踏上成都大运会赛场，他在 8 月 1 日

晚的资格赛中跳出 17 米 14 的佳绩，突破 17 米的同时将个人

最好成绩提升 30 厘米。3 日晚的决赛，粟文在第二跳就跳出

17 米 01 的成绩，最后一跳再次跳出 17 米 01，发挥稳定。

“来成都前没想过能突破 17 米。”粟文说，“这次比赛心态

非常放松，助跑和起跳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实际上，预赛中

17 米 14 的成绩，已经使粟文跻身本赛季男子三级跳远项目全

世界前十五名，“朱亚明在训练中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有一个

好榜样在身边，让我可以观察、学习。”

对于粟文在成都大运会上取得的突破，朱亚明早有“预

言”：“粟文训练非常刻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点也不意外，

我认为他身上还有更多潜力等待开发。”在 6 月底的全国田径

冠军赛结束后，朱亚明便对小师弟送上鼓励。习惯戴眼镜参赛

的粟文显得很腼腆，他的刻苦旁人都看在眼里，也正是这份刻

苦使得他成绩上的突破显得“自然而然”。

“你是最帅的！”3 日晚的比赛结束后，有不少观众守候在

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外，给粟文送上鼓励。“夺得成都大运会

冠军对我来说是新的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比赛等着我。”大

运会后，粟文又将踏上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的赛场，期待他再

次超越自我、取得佳绩。

大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冠军粟文—

“来成都前没想过能突破17米”
本报记者 刘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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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运动”成为成都热度最高的

词语之一。大运会赛事精彩纷呈，掀起了当

地全民健身热潮。广大市民在热情观赛的同

时，也积极强身健体、享受运动快乐。

一 场 体 育 盛 会 ，能 给 举 办 城 市 带 来 什

么？成都在启动大运会筹办工作之初就有清

晰的思路，“大运惠民、共享办赛”理念贯穿始

终。用好用活大运场馆，优化体育公共服务、

营造城市体育氛围……搭乘大运东风，百姓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实在在。

补短板，体育公共
服务更充足

“走，到公园耍起撒！”成都健身爱好者常

常这样呼朋引伴。随着大运会的筹办举办，

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场所更多了。在风景秀

丽的东安湖体育公园跑步，到凤凰山体育公

园全民健身中心室内篮球场切磋球技，去城

北体育馆打乒乓球……49 个新建、改扩建的

大运场馆，不仅承接各项大运赛事，更成为百

姓健身的好去处。

成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志表示：“近年

来，成都新建、改造达到省级以上标准的体育

公园 22 个，打造社区运动角示范项目 200 余

处、天府绿道健身新空间 400 余个，公共体育

场馆免费或低收费服务市民健身年均超 460
万人次。”

如何用好用活大运场馆？成都市体育局

制定了《成都大运会场馆开放惠民行动实施

方案》，发布《大运场馆“一场（馆）一策”惠民

开放清单》，有序推动大运场馆应开尽开、充

分利用。据统计，自成都大运会筹办以来，大

运场馆累计开放近 8 万小时，服务超过 510 万

人次，举办各类赛事 730 项、近 2000 场次。

“大运惠民”落到实处，当地百姓感受最

深。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负责人

张彪表示，成都大运会筹备这几年，社区乒乓

球队、太极拳队、夜跑团、骑游队等组织开展

了近千场活动，运动健身、健康生活已经成为

新风尚。“登山看日出、在城市绿道骑行跑步

也很受欢迎。”张彪说。

夯基础，体教融合
发展更扎实

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正值暑

假，成都市双眼井小学的篮球场内却十分热

闹。上午 9 点，学校女子篮球队的小队员在

教练带领下进行训练。运球、传球、投篮，随

着一个三步上篮，队员孙悦漂亮地完成了整

套动作。

据了解，孙悦平时就在学校参加篮球社

团，暑假也不愿停歇。“我们利用暑假时间，组

织一些技能提升训练，让孩子们假期里也有

体育的陪伴。”成都市双眼井小学体育教师刘

崟灏说。

以体育智，以体育心。自筹办大运会以

来，成都市把发展校园体育作为深化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在全市各学校开齐开足体育

与健康课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

每天一节体育课，支持学校将体育纳入课后

服务及周末托管、假期托管，让学生在丰富多

彩的体育活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

成都市内高校分布较为密集，本届大运

会训练比赛场馆近一半修建在高校内。成都

市教育局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将

不断夯实青少年体育根基，创新体教融合路

径，激活学校教育和体育发展新动能，实现教

育教学、竞技体育双丰收。”

拓资源，赛会经济
效果更显著

成都大运会开幕以来，篮球比赛受关注

度很高。中国大学生男篮首次亮相时，四川

省体育馆门前人头攒动。球迷们高喊着自己

喜欢的球员的名字，直到目送球队大巴离开

后才缓缓散去。

2023 年中超联赛开赛以来，成都球市的

火爆更是令人津津乐道。前不久，在“冲超”

成功的成都蓉城队主场，凤凰山体育公园足

球场上座率场均约 4 万人。据了解，从 2022
年正式投入使用至今，凤凰山体育公园已经

举办约 600 场活动，其中包括 200 多场职业赛

事，累计接待 66.2 万人次。

大运会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

第 一 棒 。 近 年 来 ，成 都 先 后 取 得 了 2024 年

汤 尤 杯 羽 毛 球 赛 、2025 年 世 界 运 动 会 举 办

权，吸引了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世界冰壶

巡回赛亚太总部落户。陈志介绍：“到 2025
年 ，成 都 计 划 建 成 赛 事 体 系 完 备 的 世 界 赛

事 名 城 ，每 年 举 办 国 际 级 和 国 家 级 赛 事 50
项以上。”

以办赛为引领，大众体育参与度不断提

高，赛会经济效果也日趋扩大。2022
年 ，成 都 体 育 产 业 总 规 模 突 破

1000亿元。如今，举办大运会

为成都带来新的机遇。在

未来，充分利用大运会遗

产，加快推进世界赛事

名城建设，将为这座

城市带来更多活力

与无限可能。

“将重大体育

活动同投资促进、

品牌展演、文旅娱

商消费、文化交流

等一体谋划，将赛

事 流 量 转 化 为 投

资 和 消 费 增 量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体 育 赛

事给城市带来的综合

效益。”陈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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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市民在成都锦城湖公园绿道

骑行。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②：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③：市民在成都杉板桥篮球场内

打球。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