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0日，“同心同行迎大运·青春
梦想正起航”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志愿者誓师大会在成都大学举行，
500名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向世界发
出“成都准备好了”的郑重誓言，他们
将以更加专业的精神、友善的微笑、周
到的服务保障大运赛事，全力将天府之
美展现给远道而来的世界友人。

以城市之名集结冲锋

在“大运之门”前，与会嘉宾与志愿
者代表共同将成都大运会会徽和成都
大运会志愿者标识“小青椒”放入启动
装置，在现场的期待与欢呼中，“大运之
门”的光影形象变得逐渐清晰，500名志
愿者代表跃然眼帘、整装待发，标志着
成都大运会志愿者工作正式迈入冲刺
赛时的新阶段。

其后的《付以青春，报以盛世》情景
诗和《天府成都》舞蹈表演中，志愿者们通

过讲述大运故事、传递成都温度、展现青
春风采，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以“青聚锦官城，爱在
大运会”的昂扬姿态，向世界宣誓出征。

以志愿之约共赴大运

7月2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将盛大开幕，在倒计时59天之
际，成都大运会志愿者铿锵宣誓——

“我志愿加入成都大运会志愿者行列，
使命重大，任务光荣！我将做到：牢记

嘱托，勇担使命……”。嘹亮激昂的誓
词声激荡人心、催人奋进，500名成都大
运会志愿者向全世界发出了真挚邀约
——“我们准备好了！”

“接受授旗时，我充分认识到这不
单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信任、期望与
使命。能以成都大运会志愿者的身份
服务这场世界盛会，我感到无比光荣。”
现场参与大运会志愿者授旗的志愿者
刘政宏表示，“我已整装待发，将携手

‘小青椒’勇毅前行，全力以赴将大运会

志愿服务工作做到最好！”

以青春和声共享华章

大会尾声，志愿者们合唱了成都大
运会志愿者歌曲《小青椒之歌》，“青椒”
谐音“青交”，不仅体现了绿色、低碳、环
保的新发展理念，也极具四川、成都地域
特色与形象表达，更内含着成都大运会
是一场世界青年交流盛会的深刻寓意与
期盼。在这一场彰显青春和活力的盛会
中，世界各地的青年将齐聚成都，突破自
我、绽放梦想、结识友谊，一颗颗温暖友
爱的种子将播撒在全球来蓉青年心中，
开花、结果，汇聚成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青春之力。

参与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志愿服务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此
次誓师大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办好成都大运会的系列部
署，全面动员广大志愿者以必胜的信心、
昂扬的斗志、过硬的本领，全身心投入到
大运会赛时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全世
界宣告：“大运会，我们准备好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500名成都大运会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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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成都大运会志愿者齐声宣誓：

大运会，我们准备好了！

比赛场馆是大运会赛事的重要载
体，也是直观体现绿色低碳办赛的重要板
块。5月26日，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成都大运会遵循“绿色、节俭、必须”
办赛原则，不仅关注赛事本身，更强调建
设绿色低碳的城市建筑，为未来城市可持
续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生态样板。

改造提升既有场馆
功能迭代升级，并进行LED

节能灯具替换等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场馆在规划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赛事
需求，审慎进行场地选址和规划，最大程
度利用现有场馆，最终确定改造提升36
个既有场馆，规划设计13个新建场馆，避
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通过统筹规
划建设，使多元化场馆及赛事安排做到
分区合理、功能完善、交通便捷，并结合
先进施工技术控制建造浪费，节约了资
源成本，提高了场馆建设质量和效率。”

作为大运会乒乓球运动员的训练

场馆，成都市乒校乒乓球场馆中心通过
精准规划、合理利用，使临建设施从13个
减到3个，成为大运会临建设施最少的场
馆。场馆坚持能借不租、能租不买，优先
利用机关现存储备物资进行保障，场馆
内办公使用的所有桌椅板凳、打印机等
全部是筹措借用，未花一分钱。

同时，既有场馆充分利用大运会契
机优化通风和采光条件，所有场馆进行
了LED节能灯具替换，并实现多级照明
控制；多个场馆加装布袋风管，使用
VRV多联变频空调，促进场馆高效稳
定用能；改造升级大幅提高了场馆的标
准和服务能力，能更好地服务城市赛事
的举办和全民健身的需求。

作为大运会众多场馆中唯一列入
成都“城市记忆老建筑”的场馆，四川省
体育馆3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提升改
造，也是此次大运会改造场馆中施工难
度最大、投资额度最大、工期最紧的场
馆之一。通过植入低碳智能技术，设立
先进的灯光照明控制系统、暖通设备、

自动消防喷淋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四川
省体育馆实现场馆功能迭代升级。

规划设计新建场馆
全面采用绿色建材，赛后进

行可持续利用

大运会的新建场馆充分利用新型建
筑技术、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可再生能源
等多元化技术手段，实现场馆低碳、节
能、环保效果的最大化，并全面采用绿色
建材，减少建筑垃圾和污染物产生。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建场馆均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
准，塑造出多个独树一帜的城市新地
标，成为成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缩影。

此外，这些场馆在建造之初就充分
考虑到赛后的可持续利用，注重全民健
身需求。场馆内部的各种设施和服务
项目为参赛者和观赛人员提供更加舒
适便捷的服务，在赛事结束后，这些场
馆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凤凰山体育公园由“一场两馆”组
成，含6万座专业足球场、1.8万座综合
体育馆以及一座多功能馆，入选“2022
中国新时代100大建筑”。

东来印象是简阳市高标准规划建
设的文化体育综合项目，80亩的外环公
园绿意盎然，留出150亩内心公园，建筑
布局于内心公园周边，融合水体、广场、
运动场、健身步道，打造阡陌林盘的川
西景观。

新都香城体育中心场馆植入“海绵
城市”理念，周围地面全部采用透水混
凝土，可让地面高效渗水、透水，持续保
持干爽、安全。

成都还制定大运会场馆开放惠民
行动方案与开放清单，有序推动大运会
场馆应开尽开、充分利用。自成都大运
会筹办以来，场馆已累计开放近8万小
时，服务超过510万人次，举办各类赛事
730项，近2000场次；依托大运会场馆
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1800余场次。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亚飞

遵循“绿色、节俭、必须”办赛原则，强调建设绿色低碳的城市建筑

大运会场馆里藏着绿色“密码”

赛事专家谈如何维系成都“金牌球市”：

要强化足球文化在球迷群体间的代际传递
这个夏天，成都“金牌球市”屡次冲

上热搜，在长久沉寂之后，成都球市为何
能脱颖而出？火出圈之后又将如何维系
好“金牌球市”这块招牌，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了成都体育学院天府国
际体育赛事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柳伟。

球市热体现赛事名城建设阶段性成果

柳伟表示，早在中国足球实行职业
联赛的第一年，成都就以“金牌球市”扬
名全国，球市的火爆彰显着成都独特的
城市特质。

“此次成都出现的现象级球市热不
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

名城的阶段性成果，是多方因素汇聚共
同助力完成的一次成功。”柳伟认为，市
民高涨的情绪释放需求极大点燃了观赛
热情，此外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极核城市、中国增长第四极和“一带一
路”向西向南开放的枢纽，近年来不断迭
代发展，已经具备催生球市热的政策、经
济、人口、基础设施等有利条件。2021
年城市地标凤凰山体育公园正式开馆；
2022年成都获批“十四五”期间全国足
球发展重点城市，同年GDP总量突破2
万亿大关，城市常住人口达到2100万；
2023年恰逢大运会契机也为球市造势。

“值得关注的是，蓉城足球俱乐部也
是支撑此次球市热的强大核心之一。球

市热对赛事的观赏性和球队的专业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俱乐部始终向外界输出

‘为更好的城市而战’的核心价值观，完
成了从中冠到中超的‘四级跳’，目前已
跨赛季24轮保持不败。”柳伟说。

建议运用技术手段解决黄牛问题

球市火热后，成都如何维系好“金字
招牌”？

柳伟表示，首先要以提升赛事品质
为根本，包括优化球员培养机制、提高球
员质量和教练员水平等。其次要强化足
球文化在球迷群体之间的代际传递，努
力将观众难忘的观赛体验内化为体育自
觉，助力打造生活体育城市。球迷家庭

是足球文化传承的重要枢纽，通过创新
赛事现场的活动设计和浓厚观赛氛围，
使足球兴趣、体育习惯以家庭为单位潜
移默化地传承给下一代是兴盛成都足球
文化、让运动真正融入生活的重要环节。

对于火热球市背后凸显的黄牛问
题，柳伟建议，从现在的技术手段来看，
使用实名制观赛已无技术性障碍，建议
可积极推行，这对于解决“黄牛”现象能
起到有效的管制作用。而对观众而言，
应坚持理性消费，不应退而求其次购买
黄牛票助长其违规行为，这样才可能最
大化压缩黄牛囤积居奇的行为空间，还
票务市场一片蓝天，维系好球市热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距离成都大运会开幕

还有 天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