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赛事举办
更多国际高级别赛事

落户大运场馆

“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
市，对我来说也很有魔力。”在第
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夺得第
一个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阎棒
棒这样表达成都情缘。9月16
日，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在
成都城北体育馆盛大开幕，吸引
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千名舞林高手参赛。首日比
赛，第十四届成都国际公开赛、
2023年WDSF拉丁舞世界公开
赛、2023年DSA亚洲体育舞蹈
锦标赛轮番上演，产生的两项冠
军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这也
是中国选手首次获得世界体育
舞蹈节的冠军。

在此之前，8月26日，国际
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合作项目
协议签署活动在成都举行，国
际 乒 联 混 合 团 体 世 界 杯
2023-2027、亚洲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中国运营总部、WTT国
际青训中心三个项目正式落户
成都。

这意味着，未来，不仅成都
市民可以在家门口观看更多的
乒乓球国际赛事，优秀年轻球员
还将有机会加入世界级训练营
展示自己以及拓展职业生涯。
成都通过打造国际化成都体育
赛事IP，进一步释放成都大运会
澎湃动能。

记者了解到，在赛事引进、
举办方面，《方案》提到，除了推
动2024年汤尤杯、2025年世运
会等重大体育赛会落户大运场
馆，还将积极申办高等级体育赛
事，包括积极申办世界田联田径
世界杯并长期落户大运会场馆，
积极申办短道速滑、体操、艺术
体操和乒乓球等项目国际高级
别赛事落户适配大运场馆，逐步
建立适应成都需要、彰显成都特
色、着眼长远科学精细的赛事体
系，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投资和消
费增量，最大限度发挥体育赛事
给城市带来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全民健身
大运场馆全年举办赛事

不少于200场

9月16日，“运动成都”成都
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棋
类）总决赛暨2023年成都市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
五子棋业余联赛在青白江区文
体中心拉开帷幕。除了棋坛名
将，也有民间“坝坝棋”选手。成
都棋院院长危建华表示：“这是
一场对全市群众智力运动水平
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各区（市）
县、各代表队火力全开的大比
拼！”

记者注意到，该场馆是成都
大运会篮球项目比赛场馆，作为
大运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
最重要的“大运遗产”之一，场馆
名列8月25日成都市体育局发

布的《大运会场馆“一场（馆）一
策”惠民开放清单》之中。

此次出台的《方案》明确，
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方面，将
策划推出以“走进大运场馆·共
享全民健身”为主题的“大运场
馆运动嘉年华”系列活动，配套
开展体质监测、“运动处方”开
具等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积极
申办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全国
社区运动会等国家级全民健身
赛事活动长期落户适配大运会
场馆。

同时，支持全市青少年体育
赛事在大运场馆举办，在城北体
育馆、双流现代五项赛事中心等
大运场馆组织开展成都市“三
星”青少年赛事活动、成德眉资
体育同城化青少年赛事活动，全
年举办篮球、排球、游泳（跳水）、
射击、柔道、轮滑、乒乓球等赛事
不少于200场次。

乘大运会东风，成都体育
产业发展势头渐旺。近三年
来，成都市累计签约重大体育
产业项目 115个，签约金额超
870亿元。2022年，成都市体
育消费总规模达578.6亿元、体
育产业总产值达1005亿元。

关键词：惠民开放
持续更新发布

“场馆惠民开放清单”

作为成都大运会水球项目
训练场馆，猛追湾游泳场室内
游泳馆在成都大运会闭幕的第
二天，就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
为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大运会
场馆。

紧随其后，高新体育中心、
香城体育中心、双流体育中心、
城北体育馆、市乒校、市射校等
十余个大运场馆纷纷发布消
息，面向公众逐步开放，让市民
共享大运成果。汗水与多巴胺
尽情释放的背后，是成都市以
场馆为“棋子”，逐渐扩大的“运
动版图”。

根据《方案》，在场馆惠民方
面，成都市按照能赛尽赛、应开
尽开、分类有序的原则，持续更
新发布“成都大运会场馆‘一场
（馆）一策’惠民开放清单”，引导
广大市民走进大运会场馆，共享
大运成果。其中，在承担公共体
育服务为主的市、区（市）县所属
场馆，按照体育总局《公共体育

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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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
面开放。

在蓉高校和学校所属体育
场馆，则按照《体育法》等有关法
规，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探索
建立学校体育场馆开放机制，推
动符合条件的学校场馆面向社
会开放，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场馆
参与全民健身的阵地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自成都大运会筹办以
来，大运会场馆能赛尽赛、能开
尽开。大运场馆累计开放近8
万小时，服务超过510万人次，
举办各类赛事730项，近2000
场次；同时，依托大运场馆开展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1800 余场
次，市民体质合格率逐年提升，
2022年达到94.61%。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
副教授马天平认为，应当利用大
运会遗产、更好地让群众受益。
既要利用好有形的遗产，还要利
用好无形的遗产。例如利用好
各类体育赛事场馆，开展文化、
娱乐、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全民
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又如借大
运会后人们高涨的体育热情，重
视青少年、中年群体、退休人员
的体育锻炼参与情况，鼓励其参
与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体质。鼓
励相关企业持续提供服务，培育
一批新的产业。

关键词：场馆招商
将成都打造为全国知名的

“金牌球市”

在场馆招商、功能延伸方
面，结合场馆特性、市场趋势和
市民需求，成都市将积极引进足
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和电子竞技等有影响力的职业
俱乐部根植大运会场馆，定期举
办职业赛事为场馆持续引流，促
进竞赛表演产业发展，激发公众
体育消费由传统实物型向参与
型、观赏型转变，将成都打造为
全国知名的“金牌球市”，不断增
强场馆“自我造血”功能。

同时，强化多元业态开发，
促进场馆冠名权、空间运营权、
赛事赞助权、赛事转播权等产
业要素高效配置，大力支持大
运场馆市场化运营，积极引进
和培育文艺演出、体育培训、会
议展览、餐饮娱乐、旅游休闲等
各类商业资源入驻。利用“体
淘荟”等体育资源交易平台作
用，定期发布体育场馆运营机
会清单。

为了更好地提高大运场馆
专业运营水平和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方案》还提出，将加快推
动相关大运场馆引进全国知名
专业运营服务团队（企业）。鼓
励大运场馆引进熟悉体育运动
规律，具备项目策划、市场运作
和产业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培
养本土场馆运营人才，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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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Development

一场国际体育
赛事的成功举办，让
繁华千年的成都站
在世界的聚光灯下，
体育IP迅速转化为
经济流量，也让成都
市民更加深度体验
到赛事红利。

包括13个新建
场馆和36个改造场
馆 的 49 个 体 育 场
馆，是成都大运会
留给主办城市最为
显性的体育遗产。
8月8日，成都第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 动 会 圆 满 落 幕
后，大运场馆陆续
开放，全民健身、竞
技体育、演艺活动
保持着持续热度。

9月15日，由成
都市体育局牵头编
制并经多方论证、修
改完善的《成都大运
会场馆惠民和可持
续利用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
案》）出台。《方案》从
重大赛会植入、全民
健身开展、场馆惠民
开放、场馆招商引资
四个方面，布置了重
点任务，以最大化保
障大运场馆的可持
续利用。一起共享
成都大运成果吧！

一起共享成都大运成果
“后大运时代”场馆惠民和可持续利用方案发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摄影陈羽啸

9月16日，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在成都城北体育馆盛大
开幕，吸引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舞林高手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