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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城事的“金尺子”
是2100万市民的真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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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背后，有成都人的真切感知。
在都江堰鱼嘴滑翔基地，背起滑翔伞，感
受高空运动的刺激；在锦江绿道江滩公
园，与沙滩排球、无边泳池、3D立体碗巢
滑板运动场邂逅，这是潮流运动的酷感；
在西村大院踢踢球、跑跑步，是工业艺术
与汗水的混搭体验。在成都，无处不运
动、无处不青春。

在成都扎根11年的“蓉漂计划”特聘
专家张秀才，不久前作为大运火炬手参
与了火炬接力。“我虽然是北方人，但和
大多数热爱成都的‘蓉漂’一样，早已把
成都当作第二故乡。”张秀才说，成都大
运会火炬“蓉火”也有融合包容的意义，
这也恰好是成都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
留在成都，他有了幸福的家庭和蒸蒸日
上的事业，也感受到了成都向上的城市
生命力。

布鲁诺·佛西塔来自巴西，他与夫人
以及三个孩子来到成都工作、生活已有3
年。他们一家人发现这座城市的潜力很
大，有很多好的机会发展事业，“这边的
空气质量非常好，我很看重这一点。包
容性非常高，对于外国人也提供了很多
工作学习的机会。”布鲁诺说。

从小接触体育运动的布鲁诺·佛西
塔喜欢挑战不同的运动项目。在他看
来，体育运动是无边界的，不论文化背
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运动方式有何
不同，“人们只要坚持运动，就会给你带
来更好的生活。”在成都，布鲁诺能感受
到成都人对体育的热爱是真切的。大运
会比赛各体育场馆间，有便捷的交通联
结。他说，交通的发达，让人们可以非常
明显地感受到成都越来越现代化，通过
城市中的地铁线路规划，和已经运行的
新的地铁线路，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铁线
路通向城市的每一个方向。

当大运与成都相遇，来的都是客，成
就的是梦想。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

成都在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方面共投
入180多亿元。5年来，成都规划建设了
以天府奥体公园、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
山体育公园为核心的“三公园多节点”场
馆。在大运会筹备的背景下，成都各区
（市）县“一场一馆一池两中心”基本实现
覆盖。

根据世界知名体育情报服务商
Sportcal公布的全球赛事影响力城市榜
单，成都在全球城市排名中大幅跃升，从
第89名跃居至第28名。有报道预计，成
都大运会的举办将吸引170个国家和地
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及官员来蓉，带动旅
游业总收入2500亿元以上。

赛事与城市共荣共生
大运效应如何最大化？

纵观世界名城、名赛案例，赛事往
往与城市共荣共生，双向奔赴。以大运
会为重要支点，未来成都将申办更多高
能级赛事，撬动体育市场潜力，体育将成
为这座城市发展的新名片。如何让大运
效应最大化？第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策
略顾问部负责人、高级董事李绅认为，借
由过往城市办赛经验，成都可以探索以
赛事为引擎的成都高质量发展路径。

“世界上有许多因为体育而闻名的
城市，比如拳击爱好者心中的‘圣城’美国

拉斯维加斯，因足球而闻名于世的英国曼
切斯特、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当城市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空间结构急需调整
时，体育赛事所带动的相关建设为城市发
展提供了平台。”李绅举例说，韩国首尔在
20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老
城区交通、环境问题日益严重。1988年
汉城奥运会，首尔（注：当时还叫汉城）
跳出原有城市空间，将大量体育场馆修
建在汉江南部，并配套奥运村、新闻中
心等设施，拉大了城市骨架。1992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当地政府将城市更新作
为干预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战略，优化
城市布局。

李绅观察到，借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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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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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的“东风”是起点，赛事的效应则
是让人期待的“长尾”。1992年的巴塞罗
那奥运会创造了经济与社会效益完美结
合的效应，成为借奥运会改造城市的典
范。李绅分析，巴塞罗那以长远眼光看待
赛事建设，绝不是为15天的奥运会单独投
资。在此期间进行的城市建设坚持“以人
为本”，改造最先考虑公共设施，建设了
450个市政公园，将原来的乱停车处改建
为沿海步道，如今已是城市象征。奥运会
还为巴塞罗那创造了35.6万个就业机会，
也让旅游、电子等行业迅速崛起。

李绅认为，大运会是成都“十四五”期
间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重要引擎。在抓
住大运效应的同时，成都可以建设体育创
新创业教育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高校、金
融机构有效对接，鼓励设立各类体育产业
孵化平台，培育高品质的体育产业众创空
间。同时，加快推动体育赛事版权和转播
权市场化运营，推进体育赛事制播分离，
以大型体育场馆、体育综合体、运动休闲
小镇等为基础，积极打造体育文化创意园
区、体育娱乐主题公园等载体平台。

“成渝两地位置相邻、经济相融、基
础设施网络化程度深，合力发展赛事经
济，将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趋
势的增强。”李绅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体育产业联动具备坚实基础，成都体育产
业的发展，不仅要充分发掘本地市场，还
应拓展市场空间，双城经济圈联动能为
成都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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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市民在成都天府绿道晨练。新华社发

6月11日，中国
飞盘联赛总决赛在
成都举行。

陈羽啸 摄

成都高新体育
中心。高新区供图

7月22日，巴西
代表团成员抵达成
都大运村后合影。

新华社 发

体育盛宴，青春盛会，活力舞
台，世界瞩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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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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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众多称号的成
都，如今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
运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