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现象
场馆惠民进行时
演出经济正升温

8 月 14日，记者走进成都
多个场馆看到，场馆的开放工
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猛
追湾游泳池 9 日已全面对外
开放，场馆负责人介绍，暑期
叠加大运热情，这两天到室内、
室外游泳池游泳的市民已超过
上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所增
加。在新都香城体育中心，羽
毛球馆、足球场和全民健身馆
都已恢复开放。成都射校射击
场馆中心也将推出激光步枪
射击等体验活动，让市民身临
其境地体验射击运动。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曹雪峰介绍，在场馆
惠民方面，将按照“一场（馆）一
策”原则，分类实施开放，全年免
费或低收费开放天数不少于
330天，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时间不少于35小时。

惠民开放之外，是场馆的平
台合作。8月11日，成都市水上
运动中心与成都现代五项赛事
中心运营管理方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就赛事举办、人才培
训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这是
成都大运会结束后，成都市体育
局下属运动中心与大运场馆的
第一签。

据协议内容，接下来五年，
双方将在赛事举办、场地合作
以及人员培训上展开合作。这
意味着今后将有更多成都青少
年泳将、水球小将，走进这个高
规格的大运场馆训练、比赛、拼
搏、成长。据成都市水上运动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场馆
一共有两片游泳池，水域面积
为 2000 平方米，每天可容纳
1500 名青少年进行多类水上
运动训练。

大运会场馆，也吸引了更多
演唱会的落地。未来两个月多
场热门演唱会，将陆续在成都大
运会场馆上演。以五月天为例，
选择了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的举
办地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开
唱。“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成
都站则将在凤凰山体育公园综
合体育馆唱响。目前，成都各类
市场化的音乐节会年均举办超
2000 场次、演出票房近 4.5 亿
元，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
音乐演艺“第三城”，带动餐饮、
旅游等相关产业经济效益约
33.5亿元，2022年音乐产业产
值达503亿元。

不只大运会，今年下半年，
成都将陆续在大运场馆举办
22项国际赛事和38项全国性
赛事。接下来的几年里，成都
每年都有大赛、名赛，以多层
级、多元化、全龄段为特色的

“民赛”也将更加频繁，作为大
运显性遗产的运动场馆，将延
续持久活力。

大运“长尾”
丰富城市经济业态

注入新动能

8月11日上午，成都大运村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随着阿根
廷、巴西、土库曼斯坦、美国4个
代表团 81名代表团成员的离
开，大运村圆满完成了“世界青
年的成都家园”这一历史使命，
正式闭村。简洁的闭村仪式后，
成都大学将立即进行“村转校”
工作。预计9月底，大运村可通
过预约的方式向市民开放，参观
代表团欢迎中心、代表团升旗广
场、运动员餐厅、运动员公寓的
样板间等大运村空间，并且将开
放大运村医疗中心，依托成都大
学附属医院向周边的市民提供
三甲的诊疗服务。“建村”与“建
校”相结合的体教融合模式，是
成都大运会在大型国际体育赛

事运动员村建设中的创新探索，
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笔
宝贵遗产。

记者了解到，作为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创办以来首次对遗产
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管理的一届
大运会，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早在
2019年就编制完成了《成都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遗
产规划》。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举
办成都大运会，努力创造体育、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
展、教育与青年七个方面29个
领域的丰厚遗产，为城市的长远
发展留下宝贵财富，让市民共享
成果。也正是因为成都大运会
遗产规划和实施的有序推进，大
运“长尾”将给城市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宜居环境和精神文明等
带来显著提升和改善。

在龙泉安家的“蓉漂”梁姝，
已经习惯了张弛有度的生活。
她喜欢清晨在东安湖畔慢跑，下

班后带孩子在附近公园散步。
她见证着东安湖体育公园“一场
三馆”从拔地而起到成为成都新
地标。她喜欢碧波荡漾的东安
湖，也期待大运会主媒体中心转
化为图书馆后，去享受休闲的阅
读时光。

市民享受到真切的惠民成
果，大运会也点燃了亿万消费市
场，迸发的“赛事经济”活力还将
为整个成都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带来广泛的边际效应。就体育
产业而言，近三年成都累计签约
重大体育产业项目115个，签约
金额超过870亿元；2022年，成
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
1005亿元，增加值达到385亿
元，相比 2018 年分别增长了
59%和79%。

文旅的发力点也非常鲜
明。8月10日，成都市集中发布
暑期暨秋季文旅产品，推出文脉
天府之旅、活力天府之旅、寻味
天府之旅、时尚天府之旅、绿色
天府之旅“五大”系列，丰富多彩
的文旅消费场景和产品，吸引国
内外游客到成都旅游观光、休闲
度假，大力促进文旅消费。成都
还将迅速奔赴上海、广州、重庆、
昆明、西安等主要客源地城市，
开展文旅营销推广。借力大运
会的“曝光”，成都赢得更多来自
世界的目光，从而提升知名度、
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所带来的
益处无疑是长远的、可持续的。

大运会遗产的创造过程本
质上是赛事价值的提升过程，同
时也是举办城市价值的放大过
程。大运会之于成都，也将是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节
点。大运会之外，成都展示的舞
台还在延伸，与世界的沟通将更
加深入。当下，以“时间引力”为
主题的2023成都双年展正热，
2023年第 81届世界科幻大会
也将在10月拉开大幕，而在随
后将陆续举办的2024年汤姆斯
杯暨尤伯杯羽毛球赛、2025年
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成都的
更多表达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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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精心筹备，
一朝精彩呈现。8月
8日，燃烧12天的大
运会圣火缓缓熄灭，
成都第31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圆
满结束。青春主场
上，113个国家和地
区的6500名运动员
集聚一堂，共同感受
成都大运会的热情
和活力，向世界展示
青春追梦人的勇气
和担当。

盛会落幕，回响
悠远。成都大运会
不仅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青年大学生搭
建了一个体育竞技、
文化交流的平台，更
为成都留下了丰富
的大运遗产。“办好
一个会，提升一座
城。”站在新的起点
上，成都如何乘势而
上，将“大运效应”最
大化？大运赛事背
后还有哪些“富矿”
可以深度挖掘？“大
运效应”不仅体现在
提升赛事场馆的经
济效益，也把信心和
动能注入城市发展，
为城市留下宝贵财
富，长久惠及城市和
广大市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深度挖掘大运赛事“富矿”
大运遗产赋能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送走最后一批大运客人后，“大运效应”仍将为成都这座城市留下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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