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个项目打破赛会纪录、颁奖仪式后求婚……

赛程过半，成都大运会收获精彩和“满意”
5个项目打破赛会纪录、运动员在

颁奖仪式后向队友求婚、随处可见的热
情志愿者……成都大运会开幕以来，来
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生看到了大运会的
精彩时刻，也感受到成都的热情好客。

目前成都大运会赛程过半，整体情
况如何？有哪些特色和亮点？8月3日，
成都大运会赛事运行专场新闻发布会
在主媒体中心举行，相关单位负责人进
行了解答。

中国代表团已获36枚金牌
暂列奖牌榜第一名

“目前，成都大运会竞赛组织工作
总体运行平稳。”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
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专职副部长刘
国荣介绍，截至8月3日中午，大运会赛
程已经过半，18个项目中，射箭、柔道、
艺术体操、射击、武术5个项目已经完
赛。田径、体操、羽毛球、篮球等12个项
目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最后一个赛艇项
目也将于4日开赛。

截至8月2日晚，所有已完成的比
赛，共计产生382枚奖牌，其中金牌111
枚、银牌112枚、铜牌159枚。中国代表
团获得金牌36枚、银牌12枚、铜牌12枚，
暂列奖牌榜第一名。获得金牌的四川
籍运动员有曹茂园、陈玟珊、肖明欣、赵
红玉、李雪瑞、严之庭、陈佳琪、宋洁、陈
佳、邹敬园，他们在家乡参赛，为家乡争
得了荣誉。

自开赛以来，本届大运会已有5个小
项打破赛会纪录。其中游泳项目4个小
项：由李冰洁、张雨霏、柳雅欣、罗悠扬组
成的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
项目中打破赛会纪录；中国运动员覃海洋
在男子蛙泳100米项目中打破赛会纪录；
中国运动员张雨霏在女子50米蝶泳项目
中打破赛会纪录；由王谷开来、覃海洋、
张雨霏、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在4×100
米混合泳接力赛中打破赛会纪录。另
外，射击项目1个小项由印度代表团打破
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赛会纪录。

“至比赛结束，大运会还将在篮球、
排球、水球、田径、游泳等14个大项中决
出158枚小项金牌，这些都值得我们继
续重点关注。其中跳水、乒乓球、羽毛

球等中国的传统强项更加吸引我们观
众的目光。”刘国荣说。

成都大运会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感
动的瞬间。比如，跆拳道女子73公斤以
上级别银牌得主伊朗选手与铜牌得主
土耳其选手在决赛后紧紧拥抱鼓励，忘
却了赛场上的激烈肉搏甚至受伤。中
国跆拳道运动员胡明达在颁奖仪式结
束后向队友梁婕求婚成功。

“这些鲜活的例子让我们充分感受
到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的友好比
赛氛围，看到了运动员们在大运会这个
舞台真正做到了同台竞技、增进友谊、
交流互鉴，看到了赛会工作人员为大运会
的倾情付出。”刘国荣说，他们都在用自己
的行动生动诠释着“成都成就梦想”。

所有的等待都值得
“国际大体联对成都大运会是满意的”

新闻发布会现场，国际大体联世界
夏季大运会主任赵晶分享了几个故事。

“昨天中午，开幕式团队邀请了国
际大体联负责开幕式的团队一起聚
餐。午餐时，开幕式团队问我：国际大

体联对于这次大运会的开幕式整体来
说是满意的吗？我回答他：请把‘整体’
去掉。”赵晶说，她觉得还可以把“开幕
式”这三个字也去掉，国际大体联对成都
大运会就是满意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赵晶表示，国际大体联最近与各代表团
就参赛感受进行了交流，得到的反馈都
是对成都大运会百分之百的肯定。

在赵晶看来，成都大运会带给她最
深的感受是“底蕴”。“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之一，成都这个城市既古老又年轻。”
成都最开始申办大运会时，赵晶来考察
场馆。“当时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成都已
经有这么多场馆了，还要再建新馆吗？
真的有必要吗？”赵晶说，“当时成都方
面回答道：不管有没有大运会，都会盖
场馆。因为这是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
希望成都人民都可以在家门口有丰富
的体育文化生活。这也就是说成都的
每一步路，都经过非常慎重的思考。所
以才有大家看到的大运盛会。”

赵晶算了下，这是她第12次来成
都，每次都是为了大运会。“从6月底到
现场，随处都能感受到成都的热。这种

热是成都晴朗的天气，是运动员拼搏的
汗水，是成都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开赛
后，精彩的赛事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现场氛围很热烈，一些运动员出现
失误时，现场观众都在鼓励，希望他们能
够提振自信，继续比赛。”赵晶说，成都让
大家相信，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做好赛事保障服务
大运场馆拉满赛事氛围感

成都大运会开幕以来，充满现代感
的赛事场馆也让人眼前一亮。

西南交大排球场馆中心承担了排球
比赛的任务。“场馆总面积4万平方米，我
们严格按照国际大体联的办赛要求，高
标准开展了FOP的场地布置以及氛围
营造。”西南交大排球场馆中心主任何
弢介绍，场馆共有比赛场地和热身场地
各1片，同时可以为4支队伍提供赛前的
热身。配套了功能房88间，可以为运动
员、技术官员等六大类客户群体提供会
议、休息以及相关的独立活动空间。

同时，场馆的重要区域提供了UPS
电源保障，同时电力提供了双回路，增
配了多台发电机，为赛事的能源保障提
供充足的准备。艺术体操是大运会最
早完成的比赛项目，成都体育学院的体
操馆和综合馆分别承担了大运会艺术
体操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任务。

“3个比赛日，我们共接待观众超过
4000人次，现场观众都被艺术体操运动
员们精湛的技艺吸引，积极参与到现场
互动当中。”成都体育学院艺术体操场
馆中心主任邓召平说，此次艺术体操项
目共产生了8枚金牌，代表了当今世界
大学生竞技的最高水平。能够为参赛
队伍提供服务，他和团队都感觉非常荣
幸。“在我们这个场馆，中国队表现优
异，取得了集体项目2金1银的好成绩，
让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和骄傲。”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各项
赛事，将快乐、激情和喜悦延续下去，共
同见证光荣与梦想。也希望全世界的朋
友们能够通过这次大运会了解、熟悉和
热爱上成都这座充满魅力、和谐包容、蓬
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邓召平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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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不巴适？”“巴适！”
——在大运会助威声里听见多样成都

如果你在成都大运会现场正看着
比赛，突然听到主持人问现场观众“巴
不巴适？”“要不要得？”“安不安逸？”那
你一定要毫不犹豫，跟着大家大声回答

“巴适！”“要得！”“安逸！”
20多年前，四川全兴球迷在甲A赛

场上把一声“雄起”叫响全国。这次大
运会，在各个场馆的助威声中，“雄起”
依然，还多了不少有烟火气、设计感、文
化范儿和中英文结合的口号。现在，这
份大运会助威“速成指南”，不仅让你能
迅速掌握其中技巧，也能让你听见这座
城市的多样性。

“‘巴不巴适？’‘巴适！’类似这种一
问一答的方式，是集纳了网友们的建议
后做的设计。”李松，这位有着20年职业
篮球联赛控场经验的电台主播，大运会
期间一直在青白江区文体中心体育馆

担任暖场主持和现场解说，也是这份
“指南”的主讲人。

“巴适、要得、安逸是成都人日常用
得最多的词汇，很有烟火气。它们大致
意思差不多，都可以表达一种非常满意
的肯定。”李松说，每当比赛出现精彩瞬
间，他就会及时发问，观众震耳欲聋的
回应立刻就会把现场气氛直接拉满。

“我们也对经典的‘雄起’进行了适
当调整。”李松说，成都观众很不习惯一
上来就喊“加油”，每次喊之前潜意识里
都会顿一下，但又要考虑到观众和参赛
队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于是，李松
和团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会引导观众连喊两遍，先‘雄起’
后‘加油’。打个比方，第一遍我喊‘中
国队’，观众就接‘雄起’，第二遍我喊

‘中国队’，观众就接‘加油’。”李松说，

这不仅照顾了尽可能多的观众和队伍，
也在衔接和氛围上显得更自然和有层
次感。

而像“成都成就梦想”“蜀道开，大
运来”等语句，也被巧妙融进了比赛现
场。它们一般出现在暖场环节，由主持
人先喊“成都”或“蜀道开”，观众紧接

“成就梦想”或“大运来”，每句一般喊2
到3遍。浑厚统一又富有节奏的声浪，
既是宣传成都最直接的方式，也给了本
地观众强烈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

最近，随着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火
爆，全国掀起了一股唐诗热潮，唐诗元
素因此也被引入了大运会现场。

李松说，团队还特意把《登鹳雀楼》
《静夜思》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唐诗翻译
成英文，字幕出现在大屏幕上的同时，
工作人员也会用英文来朗诵，以此向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传播中国文化。
“ 像‘Chengdu Makes Dreams

Come True’（ 成 都 成 就 梦 想 ）
‘Welcome to Chengdu’（欢迎来成
都）这些口号我们也会在现场教观众们
喊出来。”李松介绍，他们还专门为外国
代表团准备了助威口号。“比如这几天
进行的篮球比赛，如果两支队伍都是外
国球队，我就会先喊出两支球队的英文
名字，观众再跟着喊‘Gogogo’或者

‘Let’s go’。”李松说。
所以，这几天充分感受过各个大运

会场馆氛围的记者建议，即使你不懂体
育，去现场听听这些有趣的助威，感受
一下这座城市的丰富多样，也是一件很
好的事。 据新华社

8月2日，由王谷开来、覃海洋、张雨霏、李冰洁（从左至右）组成的中国队在4×100
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图为中国队员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