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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的今天，北京申奥成功，中华
大地一片欢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北
京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让世界
看到了中国的腾飞，展现了中国经济繁
荣、开放进取的形象。22年后的今天，中
国已跃升为全球名列前茅的经济体，正
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成都也将借
举办大运会的契机，在更高起点上谱写
新篇章，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的巨大韧
性和潜能。

汇聚世界目光，呈现中国特色、时
代气息、青春风采。大运会不仅是一
个全球大学生运动健儿逐梦的舞台，
也是一场彰显民族自信和促进文化交
流的盛宴。

凝心聚力迎大运
办赛营城惠民生

采访间、办公区、休息区、用餐区……
功能齐全，简约大气。走进位于东安湖
体育公园内的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
随处可见贴心与温暖。

记者了解到，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
心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地下一
层、地上五层，在7月25日至8月8日期
间24小时运行，为全球媒体提供便利。
正式开放后，主媒体中心还将举办多种
文化体验活动，如川剧表演、年画制作
等，促进文化交流。

成都大运会全面建成49个场馆，其
中新建场馆13处、改造场馆36处，场馆
功能硬件和服务软件全部达到国际比赛
标准，新建场馆均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
标准……场馆整装待发，各项赛事筹备
也井然有序。

受全球疫情等影响，成都大运会曾
两度延期，整座城市为大运会筹备工作
付出了巨大努力。面对无数困难，成都
迎难而上，在延期的窗口期，用更高标
准、更高水平来办赛营城。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成都大
运会不仅是世界性赛事，随着办赛而带
来的城市环境改善、惠民措施出台等，更
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每天走街串巷送外卖，在大运会筹
备过程中，看到这座城市在一点点改
变。无论是城市环境、生活质量还是公
共交通，都能感受到大运会带给我们的
美好改变，大家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1992年出生的王柯皓是一名外卖小哥，
前不久成为了成都大运会火炬手。

“当我拿着大运会火炬跑在赛场时，
感觉像在做梦一样。作为基层劳动者能
参与到火炬传递中，对于我来说意义非
凡。”王柯皓说，作为万千骑手的一员，生
活在一线，奋斗在一线，他也会为这座城
市的美好继续努力。

以文育人，以赛促城。大运会的筹
备带动起环境惠民、文化惠民、体育惠
民，筑牢了城市的幸福底色。作为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目
前，成都的公园总数已经超过1500个，
公园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逛公园
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借大运会筹备东风，成都加快统
筹推进办赛营城兴业惠民，抓好交通

枢纽、城市干道、重点景区等提升改
造，做好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等环境整治“里子工程”。截至2022
年底，成都已打造60条特色街区，实施
101个片区的风貌整治。今年计划统
筹打造20个特色街区，实施15个片区
风貌整治；同时，持续实施场馆开放惠
民行动，推动大运场馆应开尽开、分类
利用，待大运会结束后，各个场馆还将
继续服务广大市民。

社区健身、太极拳、乒乓球、绿道
骑行赛事……运动群体随处可见，城
市运动氛围日益浓厚。从红砖房搬入
崭新的楼房，家门口就是天府艺术公
园，每天可以和家人在公园里散步，74
岁的成都金牛区跃进社区老人白如玉
不禁感慨：“大运会改变着城市，也改

变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低碳办大运
绿色“新”成都

在成都大运会低碳体验馆内，低碳
魔方、碳循环灯箱、动力单车、能源小屋
等科技感十足的体验装置吸引了不少市
民的关注。“绿色”是成都大运会的鲜明
特色。同时，通过发挥“低碳大运”的示
范效应，成都绿色新经济也在蓬勃生长。

低碳环保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地面，
地下也暗藏乾坤。

在新都香城体育中心外，围绕场馆
一周的灰色沥青混凝土地面看似平平无
奇，实则科技感十足。场馆周围采用了
透水混凝土技术的结构地面，能保持地
面干爽，最重要的是，还有将雨水自然留
存的功能。留存的雨水经过回收系统处
理，又可以转换为场馆的绿化养护用
水。利用该系统，该场馆全年能节水
3000吨以上，耗水量降低20%，能基本
满足绿化养护用水需求。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场
景，一些看不见的科技应用也“润物细无
声”，为“绿色大运”赋能。凤凰山体育公
园场馆外立面泛光工程及景观照明工程
采用LED灯具，可通过智能控制系统，
切换成日常模式和赛演模式，其中日常
模式为降低能耗的节能状态。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城市工作服务部
专职副部长杜胜歌介绍，成都大运会场
馆因地制宜使用可再生能源，凤凰山体
育公园、简阳东来印象等场馆配置了地
源热泵系统，双流网球场馆中心设置了
碲化镉发电玻璃用于路标指示，大运村
以“建改结合”方式全面融入成都大学。

“我们还将参照北京冬奥会，力争赛后1
个月发布《成都大运会绿色低碳办赛报
告》，提炼典型案例，形成大运会绿色低
碳实践遗产。”杜胜歌说。

据介绍，成都大运会的新建场馆全
面采用绿色建材，减少建筑垃圾和污染
物。此外，成都投入了1340台新能源大巴
和1000余台新能源小型车作为运动员、技
术官员等交通服务车辆，实现大运村到中
心城区场馆交通90%使用新能源车、大运
村内部100%使用新能源摆渡车。

以赛事促经济，持续释放城市经济

新动能。成都充分利用大运会赛事契机
激发产业活力，积极发挥本土产业优势，
加速充换电、光伏、氢能等新能源设施场
景融合，推动能源结构调整。龙泉赛区
配备了50台“龙泉造”氢燃料车用于赛
事保障；郫都区中石油古城油氢合建站
建成投运，缓解了当地100多辆公交车
的用氢需求……

协同联动赛事侧和城市侧，加速推
进低碳城市建设。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总工程师杨斌平说，从重塑城市空间格
局、打造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等方面着
手，成都正在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目前，成都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已突破
2500亿元。

接力追逐梦想
青春之火生生不息

青春有约、逐梦盛夏。7月28日，大
运之火将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点燃，
这是继北京大运会、深圳大运会之后，中
国大陆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也是我国西部地区首次举办综合性
国际体育赛事。

传承千年城址不变、城名未改，作为
古蜀文明重要发源地，“天府之国”的中
心，成都自古文化繁荣，经济兴盛，生活

“巴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美食
之都、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连续14年被
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拥有众多
称号的成都，如今，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大运之城”。
大运会，让成都的城市气质，由“休

闲慢节奏”向“运动健康”悄然转变。
2022年，成都市体育消费总规模提升至
578.6亿元，较2018年增长44.5%；2022
年，成都全市体育产业总产值达1005亿
元、增加值385亿元，相比2018年分别
增长59%、79%。

大运会是青年人的盛会，而成都，也
一直在不断优化青年友好环境，增加城
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去年6月，拥有
960余万青年人的成都成为全国青年发
展型城市建设试点之一。今年1月，成
都正式印发《成都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
市试点实施方案（2022—2024年）》，关
注青年的成长与发展需求，推动青年与
城市共成长。

29岁的以色列小伙子阿布在成都
生活了11年，开了三家餐饮店，找到了

“家”的感觉；“90后”高晓欣曾在广州上
大学，后辗转到北京、上海工作生活，如
今扎根成都乡村……

大运会和成都互相成就，营造出整
座城市不断发展、不断向上的热情与动
力，背后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制定
实施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30
条”，推动37家在蓉高校院所和国有企
业出台改革办法……成都，正在全面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

光荣和梦想在召唤，站在新的起点
上，办好一场大赛，搭建起全球青年逐梦
与交流的舞台，这是成都作为“大运之
城”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体育盛宴，青春盛会，活力舞台。
这是一场热情洋溢的双向奔赴：大

运会，迈着铿锵步伐，向成都走来；成都，
也借力大运，走向世界。

（新华社成都7月13日电）

“大运之城”成都：营城惠民唱响青春

盛夏成都，芙蓉花开，青春似火。7月13日，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开幕倒计时15天之际，位于东安湖体育公园内的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投入运
行。大运脚步临近，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月18日拍摄的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后）、多功能体育馆（前左）、游泳跳水
馆（前右）和小球馆（前中）。 新华社发

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
（左）在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上参与交流（3月
30日摄）。 新华社发

年轻人在成都市府青路立交下的
运动空间打篮球（2022年6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