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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会自开幕以来，来自世界

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同场竞技，东安湖

畔唱响青春之歌。赛场上，运动员们一

次次冲刺，一次次突破，为人们奉献了精

彩的比赛；赛场下，志愿者、工作人员不

辞辛苦保障赛事运行，带来贴心周到

的服务。虽然，成都大运会已接近尾

声，但这场体育盛会所带来的青春活

力，不会随着赛事的结束而消散，它

将为成都这座城市带来新气象。

大运成果，惠及全民健身。成都

大运会共设置场馆 49处，其中只有 13
处是新建场馆，其余均为改造场馆。

如何提升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利用效

率，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大运会闭幕后，大运场馆将继续

为市民服务，努力增加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的天数，进一步

满足百姓的健身需求，让更多人共享大运成果。

大运成果，助力教育发展。本届大运会在大运村建设方面进

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将大运村建在大学校园内。未来，大运

村将全部移交成都大学，实现可持续利用。这不仅有利于成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也可以继续发挥促进世界各地青年交往、交流

的平台作用，让“友谊、博爱、公平、坚毅、正直、协作、奋发”的大运

会宗旨鼓舞更多年轻人。

大运成果，添彩城市生活。举办大运会，为成都发展增添

新动能。通过举办高水平国际赛事，成都持续提升城市影响

力，逐步建立起适应需要、彰显特色，又着眼长远、科学精细的

赛事体系，让“在家门口观赏世界大赛”成为市民喜闻乐见的

休闲方式，为城市增添一张体育名片。

大运会自诞生以来，一直是青春的盛会、团结的盛会、友

谊的盛会，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维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大运

遗产，不断推动体育强国和幸福中国建设，让人民群众从体育

中收获健康、幸福，共同享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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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会期间，宽窄巷子成为展现成都历史文化与现

代生活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作为成都大运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点位，宽窄巷子游人如

织。巷子一头的东广场，以大运会吉祥物“蓉宝”为特色的大

运主题装饰吸引了众多游客合影。成都大运会首家官方特许

商品智慧零售体验店也设在这里。从东广场进入宽巷子，走

进左手边的一个院落，“遇见天府”四川非遗精品艺术展精彩

呈现。《舒展》《跃涧》《律动青春》……一草一藤间，传承千年的

竹编、棕编、草编等中国传统编织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以新

颖的设计、别致的造型、新潮的艺术想象表达大运主题。

街对面的院落，蜀绣、羌绣等民族技艺融入时尚生活，诠

释着中国传统非遗在当代文化中不断发展，兼具实用性与艺

术性。此外，还展出了当地青少年创作的迎大运非遗作品，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宽窄巷子是成都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由三条平行

的古街组成。宽一点的那条为“宽巷子”，窄一点的是“窄巷

子”，有井的那条是“井巷子”。宽窄巷子的由来，可追溯到

300 多 年 前 ，其 建 筑 风 格 兼 具 川 西 民 居 与 北 方 四 合 院 的 特

点。如今，巷子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内，设有不少潮流文化主

题店，音乐节、茶会等活动常在此举办，成为人们感知成都历

史印迹与城市烟火气息的一扇窗口。

历史文化是成都的底蕴，青春活力昭示着成都的未来。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历史遗存印证了成都平原文化的源远流

长，博物馆的人头攒动则折射出中华文明的魅力；都江堰水利

工程运转 2000 余年，其巨大影响延续至今；历代修葺扩建的

杜甫草堂博物馆，内设草堂书院和图书馆，如今成为青少年领

略传统文化、感受书香的平台……

成都大运会也是一次历史与青春的碰撞。开幕式上，川

剧变脸方阵踩着赛博朋克风格的音乐节奏激情登场；体育场

馆建设，不仅外观融入太阳神鸟形象等中国元素，还将中式传

统建筑的通风原理与现代建筑理念相结合，助力节能减排；千

年历史名城举办青春盛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交流互

鉴中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汇聚青春力量。

走出宽窄巷子，途经一家茶馆，匾上写着“古今茶语”四

字。想来，此间游人，无论来自何处，都会对成都大运会的融

汇古今、继往开来有着生动感受。

体验历史与青春的碰撞
本报记者 王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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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安湖体育公园旁的天府绿道上，市

民或骑行或奔跑，尽享运动乐趣；街道两侧，

绿植花卉生机勃勃，各类艺术雕塑令人耳目

一新；不少游客畅玩成都，开启“看大运 耍

成都”创意之旅……

大运会的举办不仅使城市办赛能力提

升，让城市体育氛围更浓厚，更推动了城市环

境不断优化。以举办成都大运会为契机，千

年蓉城充满发展活力。

体育氛围浓厚

跑步、打球、跳操、太极拳……在成都市

成华区沙河生态走廊，绿荫葱葱的河边步道

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手持球拍，伴

着轻快音乐，社会体育指导员刘进正在指导

市民练习柔力球。只见他们或跨步转身、或

翩翩起舞，滚动的小球一会儿上下飞舞，一会

儿辗转腾跃，球拍与球仿佛融为一体。

市民张友珍练习柔力球不久就爱上了这

项运动，“体育不仅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也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舞蹈、乒乓球、篮球、轮滑、健身操等体育

活动也受到市民的喜爱，公园、广场、绿地等

健身空间都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身影。筹办

大运会以来，成都推动全市实现社会体育指

导员全覆盖，5 万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分布

在各街道社区，指导市民开展科学健身锻炼。

“一、二、三、四，跟上节奏”，在成都市金

牛区文化馆舞蹈排练室，抚琴艺术团团长王

捷和队员经常一起排练舞蹈。成为社会体育

指导员后，王捷将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

当，上午在训练点指导学员，下午在老年大学

上课。“大运会给城市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

身边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王捷说，只要有

人愿意学，自己就会坚持教下去。

成都以场馆惠民为重点，优化体育

文化公共服务。“我们利用双流体育中

心、现代五项赛事中心等公共体育

场馆向群众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已惠及 68 万余人次。”成都

市双流区副区长薛燕说。为

了让体育运动更好融入市

民生活，成都建设了三级

健身圈，年均开展“天

府绿道健康行”“社

区 运 动 节 ”“ 乡

村运动节”等全民健身活动约 5000 场次。

城市环境改善

走进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特色街区

成为大运会的一道风景。

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玉林特色街区是

成都有名的生活圈和美食聚集地。随着大运

会的到来，包括玉林东路在内的周围街道也

完成蝶变。在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城

格局的基础上，玉林东路延续城市片区特色

风貌，展现别样韵味。

在玉林东路经营服装店近 30 年的邓超

感慨，“现在的玉林更漂亮、更舒适。”

成都大运会筹办过程中，成都市推动实施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围绕高质量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总体

目标，成都做好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等环境整治工程，让城市里里外外都出彩。“截

至目前，已集成化片区化推进背街小巷整治、

特色街区创建，实施社区微更新项目 1255个，

整治背街小巷 3257条，打造特色街区 132个。”

成都市发改委负责人向进说。

成都市金牛区西南街片区紧邻成都市一

环路，由 90 个院落组成，由于建设年代较为

久远，片区房屋老旧、配套缺失，居民生活质

量不高。推动街区改造以来，片区发生很大

变化。“小区增设了监控设备，新增了健身器

材和停车位，绿化带里种了桂花，之前坑坑洼

洼的道路变得宽敞平整，不少搬走的老邻居

也陆续搬了回来。”在西南街片区生活近 40
年的居民刘桂英说，街区颜值高了，生活也更

便利了。

推动市民享受高品质生活，成都还通过

打造“美丽街区”，以点带面提升城市整体环

境品质。截至目前，共新增绿地 5712 万平方

米、建成区绿地率达 38.54%、绿化覆盖率达

44.6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2.24 平方米，

形成了 13 个大运“美丽街区”。

文化活动丰富

到杜甫草堂了解诗圣生平，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为太阳神鸟金饰的玄妙而赞叹，到都

江堰瞻仰 2000 余年前古人的智慧……参与

成都大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文案工作的廖简为

当地的文化氛围赞叹，“我们在撰写开幕式文

案时就融入了很多四川元素、传统文化元素，

但百闻不如一见，成都之行令人惊叹。”

大运会期间，成都连续举办多场文化交

流和体验活动，营造赛事氛围，彰显城市魅

力。7 月 29 日晚，一场以“青春 In Time”为主

题的运动员联欢会在大运村成功举办。活动

现场，既有爆款舞剧《只此青绿》精彩上演，又

有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歌曲《小青椒之歌》带动

运动员和志愿者交流互动。

捏住绣针，轻轻刺透丝绸，几名外国运动

员饶有兴趣地体验蜀绣。“运动员们对蜀绣、

竹编等成都特色非遗都非常感兴趣。”大运村

新闻发布厅主管管文君说。从 7 月 29 日到 8
月 7 日，大运村互动体验中心每天举办多项

非遗技艺体验活动，大运村也成为展示成都

历史文化名城韵味的窗口。

大运会期间，成都轨道“红领生活”党群

服务站前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人民日报

数字传播公司联合成都轨道集团举办“绿

动青春 低碳大运——打卡大运火炬”

活动。在阅报栏的摄像头前打卡，一

张手持大运会火炬的照片会自动生

成，有趣的互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波光粼粼，夜幕下的锦江霓虹

璀璨。游客泛舟锦江，巡防体系守

护出行平安。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

分局为大运会打造集应急处突、治安

防范、便民服务、法治宣传为一体的

“平安岗哨”，实施网格化布警、叠加式

巡逻，让群众生活更安心。

成都大运会的筹办举办得到人们称

赞 。“ 我 为 成 都 感 到 骄 傲 与 自

豪。”市民冯柔星说，希望

大 家 喜 欢 成 都 。 第

一次到中国参与

赛事报道的葡萄牙体育记者托马斯·巴里森

感叹成都大运会赛事组织工作很出色，文化

氛围很浓厚。而让巴里森印象最深刻的是赛

场观众，“观众热情友好，无论场上的运动员

来自哪个代表团，人们都会为其精彩表现鼓

掌加油。这样的氛围让人感动。”

大运兴城 赛事兴业

到成都街头感受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王明峰 王永战 杨笑雨 戴楷然

本报成都 8月 7日电 （记者厉衍飞）7日，“体育与 Z
世代，中国故事新表达”主题研讨活动在成都举行。该研

讨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中华体育精神颂”系列活

动成都大运站的一部分，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新闻战

线杂志社、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承办。

成都大运会的成功举办，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新闻界、学术界、体育界代

表共聚一堂，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

闻社、中国青年报社、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清华大学的代

表进行了主旨发言，围绕新时代如何更好推进体育文化宣

传工作、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等话题展

开探讨。同时，与会来宾还就“全媒体时代如何做好大型

赛事报道”等话题进行讨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故事新表达”
研讨活动在成都举行

“奔跑 25 圈，最后一圈反超！”近日，

中 国 代 表 团 选 手 夏 雨 雨 在 田 径 女 子

10000 米决赛中获得冠军的视频在网络

上刷屏。当终圈提示铃敲响，来自清华

大学的夏雨雨超越在她前方领跑的土耳

其代表团选手，并在最后一圈中越跑越

快，率先冲过终点线。在她撞线的同时，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为赛场带来凉爽。

“人们说‘成都下雨，夏雨雨夺冠’，凑

齐了天时地利人和，那天我真的非常幸

运。”夏雨雨说。这次令人激动的反超，是

她成都大运会优异成绩的开篇，在随后几

天的比赛中，她又参加了田径女子 5000米

和女子半程马拉松（个人及团体）项目的

争夺。夏雨雨的赛程贯穿田径比赛始末，

她也集齐了金银铜 3 种奖牌。40 余公里

的征程，她没有一刻放松。

8月 5日，夏雨雨在田径女子 5000米

决赛中获得银牌，颁奖、兴奋剂检测等一

系列程序走完，她回到大运村已是深夜；

而第二天早晨 7点，她还要参加女子半程

马拉松项目决赛。“身体很疲惫，大脑很兴

奋。”夏雨雨透露，由于比赛时间早，自己

凌晨 3点多就起床了。几个小时后，夏雨

雨站上了女子半程马拉松决赛的起跑线。

在同一届比赛中身兼多个长距离项

目 任 务 ，这 对 田 径 运 动 员 来 说 并 不 常

见。夏雨雨最初计划仅参加女子 5000
米和女子 10000 米两个项目，但由于队

友临时无法参赛，她又毅然将女子半马

列入自己的赛程安排，“哪怕我在比赛中

多提升一秒，也能为团队带来帮助。”最

终，她和队友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

团体项目的铜牌。

“累和苦是肯定的，但更多的是收

获。”开学即将研三的夏雨雨面对未来，

已经确定了更高目标。“我希望能够通过

努力站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舞台！”她坚

定地说。

中国代表团田径选手夏雨雨——

为每一秒钟拼尽全力
本报记者 刘硕阳 王 亮 余秋雨

图①：市民在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前

拍照。 韩 超摄（人民视觉）

图②：成都街头的大运景观。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供图

图③：成都大运会赛程临近尾声，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海关人员引导帮助外国代表团运

动员通关离境。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图④：青少年在凤凰山体育公园练习

轮滑。 颜 杰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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