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体育体育2023年 8月 7日 星期一

8 月 4 日，大运会田径男子 400 米栏决赛在

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凭借最后的冲

刺，中国代表团运动员谢智宇从第四名成为第

三名，以 48 秒 78 的成绩获得铜牌，这一成绩也

打破了该项目 49 秒 03 的全国纪录。

听到广播播报自己的成绩后，谢智宇振臂

欢呼。这名出生于 2000 年的年轻选手来自北

京大学，近年来一直是国内田径赛场男子 400
米栏项目的佼佼者。2021 年，他在陕西全运会

上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后，“打破全国纪录”便成

为他的目标。

今年以来，谢智宇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

来到成都大运会，他再次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

自己。

“打破纪录，成都成就了我的梦想。”比赛结

束后，深受鼓舞的谢智宇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里

这样写道。

对他而言，在成都大运会上收获的不仅是

竞技场上的成绩，还有许多独特的体验。在大

运村里，谢智宇在闲暇时光会和队员去文化市

集“凑热闹”，下象棋、体验剪纸。他还结识了很

多新朋友，拓展了自己的眼界。“有外国运动员

喜欢我的比赛服，我们已经约好在比赛结束后

互换留念。”谢智宇说。

中国代表团田径运动员谢智宇——

“打破纪录，成都成就了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 王 亮 李思尧 孙龙飞

“比赛中我尽了最大努力，看到了自己与其

他优秀运动员的差距。我会坚持努力训练，期

待下次发挥得更加出色。”22 岁的巴基斯坦代

表团田径运动员阿姆图尔·拉赫曼这样总结自

己的大运之行。本届大运会，她参加了女子跳

远、女子三级跳远两个小项的比赛，均遗憾止步

资格赛。

对拉赫曼来说，这不仅是她参加的首届大

运会，也是她第一次出国比赛。“我很荣幸来到

成都，成都大运会之行，充满惊喜与欢乐。我积

累了很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相信这对我以

后有很大帮助。”拉赫曼表示。

大运会是各国青年相聚相知、增进友谊的

舞台。拉赫曼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在她看

来，中国运动员热情友好，愿意分享经验，总是

为她提供暖心的帮助，“我希望多和他们交流，

大家共同成长。”

拉赫曼还参观了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看

大熊猫是我此次大运会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参

观时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好分享给家人。”

在大运村互动体验中心，拉赫曼尝试了画

脸谱、剪纸等中国非遗制作技艺。“老师们耐心

地教我们如何勾勒线条、涂抹颜料，这些技艺充

满智慧与匠心，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美感。”

拉赫曼说。

谈及未来，拉赫曼满怀憧憬：“我准备申请

到中国留学，来这里接受更加专业、系统的训

练，提升技能水平，成为更优秀的跳远运动员。”

巴基斯坦代表团田径运动员阿姆图尔·拉赫曼——

“成都大运会之行，充满惊喜与欢乐”
本报记者 戴楷然

“您好，大运会媒体服务处，有什么可以帮

您？”声音中充满热情和耐心，成都大运会主媒体

中心媒体服务专员陈泽睿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

从场馆位置到赛程安排，再到生活起居，媒

体服务处接到的求助电话内容五花八门。“起初

接电话时，我声音有些颤抖，担心自己解答不清

楚。”刚走上岗位时，陈泽睿内心忐忑。于是，她下

功夫背熟了服务手册上的所有要点，将大运会主

媒体中心走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把每处中英文标

识、每个工作间的位置都记在心间。即便休息时

间，她也反复学习大运会相关知识，在笔记本里

记下一个又一个要点。随着工作越来越顺利，陈

泽睿也越来越自信。

陈泽睿还承担起分发与讲解媒体包的工

作。“小小的媒体包，意义却丰富而深刻。媒体包

外观上刻着金沙遗址的象征，设计富有青春气息

……”面对镜头，陈泽睿将媒体包蕴含的心意娓

娓道来。她讲解媒体包的视频，成为网络热点，

让陈泽睿觉得成就感十足。

“成都的热情和活力、赛事组织方的严谨与

专业、媒体工作者分享的赛场见闻……本届大运

会令我难忘的地方太多。”陈泽睿表示自己收获

颇丰，“能与世界各地青年交流是件快乐的事情。

每一次交流，都书写青春与友谊的故事。”

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媒体服务专员陈泽睿——

“每一次交流，都书写青春与友谊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凯旋

在记者印象中，成都茶馆多、火锅店多，

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摆摆龙门阵，闲适得很。

此番再来，感受又不相同。如今的成都，公园

变多了，绿化更好了，走在大街小巷总能看到

散步、跑步、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人参与体

育活动，人们的生活更加充满活力。

早有耳闻，成都球市火爆。此次来到当

地足球队主场凤凰山体育公园，这里场均上

座人数高达 4 万人。大运会期间，凤凰山体

育公园承办篮球赛事，观众席场场爆满，“雄

起”的欢呼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火热的氛围

果然名不虚传。

其实，体育就在百姓身边。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杉板桥篮球场十分热闹，这块城市

“金角银边”用地虽然只够建成“1.5 块”篮球

场，但它不收费、不熄灯、不关门，因此受到市

民欢迎，也迅速聚集人气。

有一名常在这里表演即兴解说的老大

爷，看到突破上篮，他说：“空中凝滞，只有你。”

看到外线远投命中，他说：“这手儿乖巧。”看

到默契的配合，他说：“这水平与世界接轨。”

在老人的解说下，现场气氛一下子“燃”起来

了，再加上他那一声声带着四川口音的“我的

朋友”，立刻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锦江夜市连三鼓。晚上，美食林立的望

平街人声鼎沸，不少游客看完大运会比赛，来

这里体验成都宵夜。美味的菜品不一会儿摆

满折叠桌，新买的吉祥物“蓉宝”放在桌边，陪

伴人们感受成都的夜生活。

正如辣椒为成都美食提鲜，成都的生活

也得到了体育的滋养。“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行走蓉城，几天感受下

来，确实如此。

体育运动
添彩生活
本报记者 范佳元

布置点位、对接导演组、发放节目单、维持

现场秩序……在大运村艺术中心大剧场，来自

成都大学的志愿者陈霜颇为忙碌。

大运会期间，共有 10 场主题晚会在大运村

上演。作为文化和教育活动助理，陈霜的工作

是协助保障主题晚会顺利进行。谈到 8 月 4 日

晚举行的《舞彩家园》演出，陈霜印象深刻，“晚

会现场，700 多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

一次次为节目欢呼喝彩。置身其中，我感受到

文化交流的磅礴力量。”

“身为四川人，有机会服务大运会，我感到

十分自豪。”陈霜说，“我们希望成为一扇窗，让

世界各地青年认识中国、了解四川、喜欢成都。”

今年 9 月即将步入大学四年级的陈霜，从

大一起就积极参与成都大运会相关的志愿服

务，“我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参加过

‘大运英语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我和同学

们学以致用，希望为大运会贡献力量。”

在大运村艺术中心大厅的签章台上，志愿

者和各代表团运动员的照片拼接成一个“心”形

图案。照片的背面是手写的留言，“感谢热心的

志愿者”“我们喜欢中华文化”等字句充满了

温情。

“成都大运会志愿者的形象标识也是‘心’

形字样。”陈霜说，“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

用心服务，也收获了真心。”

大学生志愿者陈霜——

“有机会服务大运会，我感到十分自豪”
本报记者 邝西曦

起跳、扣球、得分……8 月 5 日，在成都大运

会男排半决赛现场，看台上座无虚席。看到自

己支持的球队成功得分，成都市民刘润嘉激动

地大喊：“漂亮！”

“我 平 时 就 喜 欢 看 体 育 比 赛 。 成都举办

大运会这样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让我们能

够近距离观赏国际大赛，太棒了。”刘 润 嘉 表

示，“截至目前，我已经看了 4 场比赛。运动员

努力拼搏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每当看到五

星红旗在赛场上冉冉升起，内心都无比激动。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也要学习运动健儿不放弃、

不言败、团结拼搏的精神，在自己的‘赛道’上不

断奋斗。”

“除了精彩的赛事，值得点赞的还有贴心

的服务。”刘润嘉介绍，此次大运会，无论门票

销售、交通配套，还是现场秩序维护，赛事组

织 方 都 想 得 很 周 到 ，而 且 现 场 的 观 赛 氛 围 也

非 常 好 。 对 于 表 现 优 秀 的 队 伍 和 运 动 员 ，观

众 们 都 会 给 予 掌 声 ，享 受 体 育 竞 技 带 来 的

快乐。

据悉，为了给观众带来更优质的观赛体验，

各比赛场馆设置了吉祥物“蓉宝”打卡与表演环

节，观众咨询台还设置了线下留言与盖章、“我

的大运观赛体验”征文比赛等活动。通过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的热情服务，观众获得了“安全、

高效、便捷、精彩”的观赛体验。

成都市民刘润嘉——

“能够近距离观赏国际大赛，太棒了”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成都大运会开赛以来，

赛 场 内 外 留 下 许 多 精 彩 瞬

间 ，深 受 各 方 关 注 与 好 评 。

在一次次激烈比拼中，各代

表团运动员在赛场上追求卓

越、努力突破；在一次次互动

交流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青

年不断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在一幕幕动人场景中，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留下了不辞辛

苦、全情投入的身影；在一声

声“雄起”的呐喊中，现场观

众展现了文明友善、热情好

客的形象……

一届成功的体育盛会，

离不开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

力。对成都大运会的参与者

来说，这段旅程收获颇丰，留

下美好记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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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运会，来自25个省份百余所高校的411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18个大项的角逐，

运动员的平均年龄为22.9岁

成都大运会筹备以来，成都青年志愿者注册数量从67万增至139万，新入驻志愿者服务

组织6300余个；在大运会赛场，2万名赛会志愿者在各自岗位上倾情奉献

本届大运会吸引了11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名运动员参加，其中男运动员3512名，

女运动员2988名

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 24小时运行，在大运会期间累计运行 30天，总建筑面积约

4.5万平方米，为3000余名中外媒体记者提供赛事报道所需的各类设施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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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个

新建、改扩建的大运场馆，不仅方便市民观赛，也成为百姓健身的好去处

在 8 月 5 日进行的成都大运会女篮决赛

中，中国大学生女篮以 99∶91 战胜对手，夺得

金牌。比赛过程并不轻松，中国大学生女篮

展现的团队凝聚力让人动容。教练组默契配

合，让球队的临场发挥更加稳定；队员们齐心

协力，为队伍夺冠打下坚实基础。这也说明，

团结协作是一支队伍的取胜密码。

团结协作，需要向着同一个目标不断努

力。在跳水比赛中，混合双人十米跳台项目

要求男女运动员同时腾空，并且转体姿势保

持一致，这对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协作能力

提出较高考验。在成都大运会的赛场上，中

国代表团运动员王伟莹/王彬翰以优美姿态

赢得裁判认可，夺得该项目冠军。克服个体

差异，并非易事，这要求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

中向着同一个目标，不断努力。

团 结 协 作 ，需 要 在 比 赛 中 发 挥 各 自 所

长。在成都大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

国代表团运动员韦筱圆、欧钰珊、杜思雨、罗

欢和章瑾在各自擅长的项目上发挥出色，最

终以总分 163.029 名列第一，获得金牌。在团

队比赛中，只有运动员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方

能将团体效果发挥到最佳。

团 结 协 作 ，需 要 在 密 切 配 合 中 建 立 默

契。对中国大学生女篮来说，篮球赛场瞬息

万变，正是队员们保持对场上形势的洞察，相

互提醒，及时调整站位，才能以全胜战绩夺

冠。在游泳、田径等项目的接力比赛中，同样

考验着运动员的默契程度。中国代表团运动

员张雨霏、李冰洁、覃海洋等，既在个人赛事

中披荆斩棘，又在接力项目上密切配合，助力

中国大学生游泳队收获佳绩。

成都大运会，是团结的盛会。在竞技赛

场上，团结协作是队伍取胜的一大保障，从中

迸发的精神力量，也深深打动着赛场内外的

观众。而在大运会赛场之外，赛事组织者、志

愿者、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通

力合作，共同为呈现一届精彩的体育赛事贡

献力量。

团结协作
共筑梦想

王永战

图①：中国代表团田径运动员谢智

宇展示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图②：主媒体中心媒体服务专员陈

泽睿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图③：巴基斯坦代表团田径运动员

阿姆图尔·拉赫曼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图④：大学生志愿者陈霜在工作中。

卢兴东摄（人民视觉）

图⑤：成都市民刘润嘉在观看比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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