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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成都大运会倒计时200
天。上午9时，“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
牌活动”在成都大学举行，成都大运会执
委会宣布大运村村委会成立，标志着大
运会赛事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活动还发
布了《大运村场馆惠民行动计划》，让大
运村更好地服务教育、惠及市民。

交付钥匙
大运会“迎宾馆”亮相

大运村揭牌活动在成都大学大运
村升旗广场举行，这也标志着作为成都
大运会“迎宾馆”的大运村首次亮相。
活动中，建设单位成都城投集团向大运
村村委会交付钥匙。

作为大运会服务保障重要的功能载
体，大运村将为参赛代表团提供安全、
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同时在村内开
展系列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成为赛事期
间重要的交流平台。

为做好大运村运行工作，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成立了大运村村委会。据介
绍，村委会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以“极端负责态度严细慎实”
的工作作风，充分吸收国内外综合性赛
事运动员村筹备经验，夯实大运村运行、
管理、服务和保障基础，实现大运村 24
小时安全顺畅运行，让大运村建设成果
服务成都，为加快建成世界赛事名城作
出积极贡献。

“今天大运村揭牌，既是高标准推进
大运会筹备工作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事

件，也是成都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新征
程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大运村作为
承办国际最高规格的学生体育赛事、促
进全球青年学习交流与合作共享的重要
平台，对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对外开
放、提升城市功能、展现城市形象具有重
要意义。

新建22个单体建筑
两年内“从纸上跃进现实”

两年时间内“从纸上跃进现实”的大
运村，整体占地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由
居住区、运行区、国际区和交通区4部分
组成。

据成都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大运村新建和改造项目已完工，各
种配套设施顺利推进，初步形成与赛事
相适应的运行体系和功能支撑。

记者了解到，大运村于2019年4月
启动建设，对学生宿舍、食堂等进行改
造，同时新建代表团公寓、医疗中心、游
泳馆等22个单体建筑。项目于2021年
3 月完工。项目充分考虑赛后利用，在
前期规划过程中，重视大运村项目既能
满足赛事要求，又能符合赛后高校教学
使用条件。

同时，大运村建设施工正值抗击疫
情的关键阶段，在全市多部门协调配合
下，大运村作为成都市首批复工复产项
目，抓好疫情防控和施工进度，项目建设
如期完成。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发布22个惠民计划

在距离大运会仅 200 天的当下，大
运村对于大运会赛事有何重要意义？
参赛代表团在大运村里，有哪些服务
保证？

据了解，大运村内将为代表团提
供住宿、餐饮、健身、商业、休闲娱乐、
文化交流等多种服务，为来蓉参赛代
表团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保障运动员以最佳状态参赛。可
以说，运动员村是支撑赛事运行的基
本盘。

其中，国际区设置主信息中心和赛
事信息中心，一站式快捷办理代表团相
关业务，连通运动员村与竞赛训练场馆
信息渠道，为代表团提供准确、及时的信
息服务和全面的业务办理。

同时，村内还将举行不同主题、多种
形式的文化活动，突出中国元素、四川特
征和天府文化，展现青春风采，营造浓厚
的大运会文化氛围，丰富运动员的赛后
生活。

据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大运村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大运村在注重精彩、
节俭、实效和安全的基础上，将陆续推出

“场馆开放、体验行动、文化交流、赛事演
艺”四大行动共22个惠民计划，实现“共
享建设成就、共建文化氛围、共塑市民形
象、共聚四方关注”。让赛事筹办成果及
时惠及广大市民，为公园城市建设贡献
更多大运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开幕倒计时200天之际

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牌

12月8日晚，首届“蜀戏观天下”川
剧晚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拉开序幕。晓
艇、刘芸、沈铁梅、陈智林、陈巧茹、崔光
丽、王玉梅、王超、虞佳、吴熙等来自成渝
地区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为观
众呈现了一场戏曲之美。

川渝名家汇聚
传播川剧艺术

为吸引更多青年人了解川剧、热爱
川剧，此次晚会以“殿堂感、年轻化、创新
性、时代性”为特点，围绕“序篇”“蜀·戏”

“冠·绝”“天下”四大篇章，在充分展现川
剧声腔行当精髓、唱念做打绝技绝活，川
剧传统之美的同时，大胆融合跨界，积极
将优秀传统艺术与时尚潮流文化碰撞融
合。届时，戏曲与现代舞、戏曲与意大利
歌剧、戏曲与流行音乐，跨界融合展现川
剧别样“潮”范儿。

晚会开始之前，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省文联主席、四
川省川剧院院长、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
陈智林，当晚他将携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乐队一起，为观众带来川剧《卧虎令》的
表演。“《卧虎令》是川剧优秀传统剧目
代表作，这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一个
故事。”

“卧虎令”又名“强项令”，是汉代著
名清官董宣的美称。这段故事出自《后
汉书》中的《董宣传》，东汉光武帝的姐姐
湖阳公主的奴才杀了人，受到主人庇护，
而官位不高的董宣却不畏权贵将罪奴格

杀，激怒公主，公主向光武帝告状，光武
帝要他向湖阳公主叩头赔礼，董宣坚决
不从，因而被百姓誉为“卧虎令”。

当年，陈智林就是因为《卧虎令》而
迷上了川剧，从此报名学戏。到如今，川
剧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今天晚上，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
我希望通过自己表演的《卧虎令》，让更
多年轻观众喜欢上川剧，认知川剧。”

当晚的演出，汇聚了川渝两地的川
剧名角。陈智林直言：“从川戏的角度
来说，川渝不分家。尽管成都和重庆是
行政区域分家，但川渝人的情感是分不
了家的，文化也分不了家的。巴和蜀的
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对我而言，川渝
两地就像家庭大了一样，分家不分心，
分家不断情。尤其随着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推进，两地实际上是合情合
意，是在双方有了各自文化延伸之后，
再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化符号的互相丰
富。对推动两地文旅发展，也是一个很
好的助力。”

科技为传统加持
川剧引领戏剧新风尚

为给现场和收看晚会网络直播的观
众带来突破感观的惊喜体验，晚会还创
新使用了全息投影、裸眼3D、4K等前沿
新技术，拓展舞台视觉空间。晚会节目

《变脸》，通过全息投影技术穿越三千年
古蜀文明，以艺术手法探索三星堆文明、
金沙文明的金面具与川剧变脸绝活之间
的文化脉络。巨大的全息金面具与川剧
脸谱震撼出屏，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具

有立体感、穿越感、沉浸式的视听震撼。
大运会志愿者、21岁的大学生观众李栋
告诉记者，他实在没想到原来川剧也可
以这么燃、这么炸。

同时，晚会还展现了近年来成都市
“戏曲进校园”的累累硕果，凸显优秀传
统文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通过《杜鹃
山》《尘埃落定》《川流不息》《英姿》等新
编剧目、原创戏歌等作品，紧扣时代主
题，紧贴火热生活，以川剧艺术独特魅力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其中，晓艇、刘芸、虞佳、孔刚为观众
带来的原创戏歌《川流不息》，由青年编
剧潘乃奇作词，周玉、徐冬作曲，内容涵
盖川剧文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土
民情等，让传统文化再唱新声。

此次作品的呈现，是潘乃奇反复修
改5次的最终版本。“我希望这首歌是传
统与当下的对话，能够体现川人精神、川
剧表达。就是既有对川剧艺术的认识、
描述，又有对川剧经典的化用，如对《别
洞观景》中唱词的化用，同样是观锦绣人
间，我在歌词中呈现的人间，实际上是成
都的景象。”

于是，我们可以从歌曲中听到青城
山、金沙遗址博物馆、杜甫草堂、武侯祠、
浣花溪等景色，也有川茶、川剧，川渝精神
等。潘乃奇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首雅
俗共赏的歌曲，让更多年轻人走近川剧，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非常荣幸《川流不
息》这首歌能得到晓艇、刘芸、虞佳、孔刚
等老师的精彩演绎，期待可以让年轻观众
由歌而戏，更关心、喜爱川剧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荀超

多种跨界融合让“蜀戏冠天下”川剧晚会展现出别样的“潮”范儿。

川韵川腔川戏 川渝名角唱华章
晓艇刘芸沈铁梅陈智林等十位梅花奖得主唱响成都

俯瞰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 12月8日，“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牌活动”在成
都大学举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