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
的幸福成都’旅游度假，把时光泡在成都
的茶馆里，把味蕾浸在成都的麻辣里，把
闲适放在成都的街巷里，把心灵融在成都
的安逸里，体验并分享成都的巴适生活。”
7月31日，在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

“文化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专场
上，成都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书记郭德刚
向国内外朋友们发出热情邀请。

发布会上，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局长王炯，成都
市商务局总经济师周立志，成都市文广
旅局机关党委书记郭德刚，成都市博览
局副局长苏洪介绍了成都加快建设世界
文化名城的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以文兴业
产业规模能级实现新跃升

2018年，成都市作出建设世界文化
名城的决策部署，提炼和概括“三城三
都”作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
表达。其中“三城”是指世界文创名城、
旅游名城、赛事名城，“三都”则是国际
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

“在过去五年的实践里，在对未来
的规划中，成都的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将始终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润城、以文
惠民、以文互鉴。”王炯说，聚焦产业建
圈强链，成都持续壮大文创、旅游、体
育、美食、音乐、会展六大产业，现已成
为全市新兴支柱产业和重要经济增长
点，产业总体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2022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2261
亿元，占GDP比重达10.9%，全球城市创
新指数居第29位；旅游总收入1814亿
元；餐饮销售收入1445亿元，居全国副
省级城市首位，成都还是中国内地第四
个发布《米其林指南》的城市；体育产业
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体育赛事全球影

响力居全球第28位，进入全国前三；音
乐产业产值503亿元，跻身国内音乐产
业发展第一梯队；会展总收入711亿元，
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居全国第
四、副省级城市第二。

以文润城
特色文化地标绽放新魅力

“我们坚持以文润城，特色文化地

标绽放新魅力。”王炯说，按照国际一流
标准，成都规划建设“三城三都”重大地
标设施，以丰富的审美内涵、完善的服
务功能打造城市靓丽名片。

据介绍，以举办大运会为契机，成
都新建改建大运场馆49座，大型体育场
馆设施综合水平进入全国前五，获评央
视财经“中国最爱运动健身城市”。作
为大运会主体育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
融入古蜀金沙文化太阳神鸟图案，俯瞰
呈飞碟造型，成为传统与现代、科技与
文化交相辉映的标志性场馆。着眼文
化传承与发展，深入挖掘古蜀文化、三
国文化和大熊猫生态文化等特色文化
资源，延续天府文化根脉记忆，规划建
设邛窑、宝墩、东华门等10大考古遗址
公园，提档升级武侯祠、薛涛纪念馆等
文物展陈，不断彰显城市文化魅力。着
力展现城市时代风貌，建成投用天府艺
术公园、成都自然博物馆、城市音乐厅、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等一批重大功能
地标，对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聚集力和

承载力不断增强。

以文惠民
特色文化地标绽放新魅力

让城市发展更有人文温度，成都已
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
一。

王炯表示，成都市加强载体空间建
设，全市现有音乐厅、剧场70余个，座位
总数超5万座；会展场馆可展面积近60
万平方米；博物馆186家，其中非国有博
物馆117家，居全国第一；实体书店3678
家，居全国第一。加强多元场景营造，
成都拥有都江堰－青城山、大熊猫栖息
地2处世界遗产，4A及以上景区52家，
国际品牌酒店70余家，打造特色美食街
区43条，获评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同时，加强文艺精品创作，
推出舞剧《大熊猫》《努力餐》、川剧《五
腔共和》等一批文艺精品，《王者荣耀》
手游、《哪吒之魔童降世》动漫电影等现
象级文创产品，演绎着成都文创的活力
与荣光。

以文互鉴
重大节会活动激发新动能

近年来，成都成功举办2019年世
警会、2022年世乒赛等国际高级别体
育赛事67项、全国性赛事100余项，目
前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精
彩进行。同时正积极筹备2024年羽毛
球汤尤杯、2025年世界运动会等国际
赛事。

王炯表示，下半年，成都还将举办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世界文化名城
论坛、世界体育舞蹈节、国际友城青年
音乐周、首届“金熊猫”奖等多项重大国
际活动，成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成都大运村非遗作品展厅吸引了外国运动员的目光。新华社视频截图

7月29日，外国运动员在成都大运
会运动员联欢会现场观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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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
村警务工作站民
警正在巡逻中。

相比占地面积80万平方米、规模约
等于112个足球场的成都大运村，位于
中心地带的警务工作站，更像是一块拼
图，填充着村子最细微的单元。

从7月22日大运村开村那天起，警
务工作站的安全保障服务就按下启动
键，但其实，它的运转还要追溯到更早
之前：工作站提前一个月入驻大运村，
负责安保工作的王泳走遍了村里的每
一条道路，所有的细节都被他熟记于
心；“翻译能手”王珂在几十次培训和模
拟场景中不断延伸、换位思考，结合自
身技能，呈现亲和力和专业度……

融入村子
一张“活地图”里的经验清单

7月25日，成都大运村内高温热浪扑
面而来，穿过一条平整的步道，警务工作
站浮现在眼前，与其他建筑相比，它的样
貌并不突出，但就在这300平方米的空间
内，安保范围将覆盖80万平方米。

早在今年6月，虽然运动员还没入
村、大运会还未开赛，警务工作站便已
提前设置在成都大运村内。

麻雀虽小但五脏六腑俱全。这个使
用面积约300平方米的空间里，接警大

厅、纠纷调解室、民警备勤室应有尽有，
还配备执法记录仪采集终端、AED自动
体外除颤器、多语言翻译机、制式电动警
车、制式警务平衡车等设施设备。

“安保工作只有0分和100分，没有
99分。”在大运村现场安保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人王泳看来，安全感的营造从来
都是从细微之处开始切入。他有着这
样一份“清单”：整个大运村分为四个区
域，运行区、居住区、国际区和交通区，
村内有10栋公寓、2个运动员餐厅和多
少服务保障设施……

“核心圈层多少米，周边控制圈多
少米，结合成年人平常的步行速度，道
路有多长多宽，掌握一定的数据，才能

提前制订安保方案和措施。”数据背后，
王泳和团队在前期就与安保指挥部团
队共同牵头制订相关现场安保方案和
预案33个，建立方案体系、组织开展演
练11次，建立《突发案事件应对处置基
本预案》，围绕自然灾害、通信、交通、应
急疏散、无人机“黑飞”等情形，补充完
善7类子预案。

33人x24小时
揭秘“守护者”们的工作日常

警务工作站工作人员王珂曾有过
世警会执委译员和运动项目协调工作
的经验，因此很多通用型问题，例如安
全保障服务工作需要具备的要素，对她

而言并不难作答。在她看来，大运村警
务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良好
的语言功底和外在形象，还需要在涉外
事件处置、境外人员证件及实务等方
面，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应变能力，

“如果不能共情，不能仔细倾听，也许就
没法感同身受。”

“警务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中，16人外
语功底扎实，其中一人达到了某个外语
语种考级的最高级别。”相关负责人说，
首批入驻警务工作站的33人，由17名警
务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和16名外语语言
能力突出的青年民警组成，配备有多语
言交互式翻译机和多部手持式翻译机，
除了24小时值守，提供咨询、求助等服务
外，他们还会不定时开展巡逻工作。

实际上，为了服务好大运会，警务
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提前几个月就入驻
大运村，了解村内交通、食宿、商业、医
疗等运行情况，参与执法执勤等相关培
训30余次，排查风险点，掌握可能会出
现的各种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33人24小时守护大运村“不打烊”
揭秘成都大运村警务工作站的安保服务

成都向国内外朋友发出邀请：

欢迎来体验并分享成都的巴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