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元浩

今晚，当燃烧了 12天的大运会主火炬在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徐徐熄灭，激情澎湃、

精彩纷呈的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降下大幕。过去的 4 年，全球青年见证

着成都对于大运会的精心筹备，全力付出；

过去的 12天，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在大运会赛场内外感受

着成都的真诚和热情；过去的 24 小时，来自

全球各地的来宾在即将告别成都大运会之

际，满怀不舍，感谢连连……

毫无疑问，成都为全世界奉献了一届精

彩、安全、丰富的大运盛会，“青春、团结、友

谊”的故事每天都在赛场内外上演。成都与

大运会的完美携手，离不开东道主持续不懈

的筹备，离不开新时代中国强大的经济实

力，更离不开万千普通人的努力与奉献。

成都成就梦想，青春永不散场！国际大体

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给予成都大运会的评价

尤为贴切：“最重要的是（成都大运会）得到了全

世界大学生的关注和认可，他们在成都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中国所做的一切真是太棒了。”

赛事服务周到细致

8月 7日，简阳文体中心游泳馆迎来了本

届大运会跳水项目的收官日。虽然比赛即

将接近尾声，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依然全

力以赴——志愿者“小青椒”们在岗位上耐

心细致地提供服务，赛事保障人员正在对场

地设施进行检查，保洁员正清理着场馆内各

区域的卫生，电力保障工人正逐点位巡查场

内供用电设施设备运行情况……

在成都大运会的各个竞赛场馆，类似的

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作为开幕式和游泳、体操等主要赛事场

馆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在大运会开幕前围绕

场馆运行能力提升，科学编制各类保障方案，

近百次实战演练的努力，换来了赛事运行期

间的“零差错、零失误”。

简阳文体中心游泳馆竞赛副经理黄黎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赛事保障无小事。

越是临近比赛结束越是不能放低标准。只要

有运动员到场进行训练和比赛，我们就会给

予最完善的服务和保障。”

成都大运会为什么行？周到细致的赛事

保障服务是坚实基础。

“成都大运会的场馆、设施和器材都是完

美的，这里为来自全球的大学生运动员们提

供了一个完美舞台。”国际大体联秘书长艾瑞

克·森超表示。

特色文化独具魅力

本届大运会临近尾声，很多运动员在参

赛结束后已踏上返程。但在位于成都大学内

的大运村，热门打卡地——大运村非遗技艺体

验区依然人气高涨。意大利游泳运动员阿方

索正拿着一张中国红春联纸，上面是毛笔写的

“阿方索”；旁边的国风美妆体验区，一名外国

运动员正在化妆师的指导下描青黛、点花钿，

妆化好后还不忘拿出手机来一张自拍……

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运动员们，来到

成都参与这场青春与活力的盛会，迎接他们

的不仅有激烈角逐的赛场，还有源远流长的

巴蜀特色文化。

从开幕式上的“太阳神鸟”“三星堆面

具”，到大运村里的中国非遗技艺体验、“汉语

桥”中文交流、“中国成都·公园城市”主题艺

术展，再到赛场外的“2023 成都双年展”……

独具魅力的巴蜀文化，正在大运舞台上焕发

出新的迷人光彩。

成都大运会为什么行？内涵丰富的特色

文化交流，完美诠释着大运会的文化和教育

属性。

“大运会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交流的

盛会。相信这些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从成都回

去后，还会带着家人朋友再次回来领略成都

的风光和文化。”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乒乓

球项目副领队丁宁表示。

大赛筹备迭代升级

随着大运会武术项目的落幕，位于成都

市金牛区的城北体育馆又恢复了往日的平

静。始建于 1973年的城北体育馆，曾是成都

建成最早的综合性体育馆，承载着几代老成

都人的“体育记忆”，却因时代变迁一度没

落。大运会的到来，又让这座老馆焕发新生。

“在大运会筹备过程中，城北体育馆按照

国际A级标准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改造。”成都大

运会武术项目竞赛助理刘凌琳告诉记者：“本

届大运会的武术比赛非常成功，看到城北体育

馆又有了活力，我们非常欣慰。”

一座老体育馆的升级，体现了成都城市

体育运动“硬”基础和“软”环境的蝶变，也是

成都大运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的生

动实践。据统计，在大运会筹备期间，成都对

36 座现有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对赛后利

用也有详尽规划。

从 2001 年北京大运会到 2011 年深圳大

运会再到成都大运会，先后 3 次在中国大陆

举办的夏季大运会精彩传承，亮点频出，但大

赛筹备的方式方法各有特点，呈现出不断优

化，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趋势。

“近年来，成都以筹办大运会为牵引，

坚持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理念，坚持繁荣

体育事业与发展体育产业并重，全方位推动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

竞赛部专职副部长、成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陈

志表示。

成都大运会为什么行？科学设计，系统

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赛事筹备体系是引领。

据记者了解，大运会结束后，成都将充分

利用大运会遗产，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赛事

之都，形成符合成都实际、凸显成都特色、可

持续的高质量赛事体系。

（本报成都 8月 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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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今天晚上，成都大运会迎来简约而隆重的闭幕式。随队

获得一枚大运会铜牌的澳大利亚水球运动员菲茨杰拉德·凯

瑟琳流露出不舍的表情。8 月 11 日将迎来 20 岁生日的凯瑟

琳对记者表示，定于 12 日回国是因为想在成都为自己庆生。

“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而且是在举办大运会的成都，我感到

非常幸运。”

凯瑟琳来自悉尼大学。来成都之前，她和队友做足了“功

课”。她们了解到，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这里有

各种特色美食和文物古迹，更重要的是有大家都想看到的可

爱大熊猫。”

在成都待了几天后，凯瑟琳与队友已在运动员居住的大

运村接触了一些成都文化和美食，但因为水球比赛场次较多，

她们在比赛结束前还没有机会走进成都街头巷尾深度体验蓉

城的风土人情。“我和队友想把街头体验放在闭幕后，好好品

尝美食和了解成都的文化。”

成都大运会点燃全球大学生体育激情的同时，书法、剪

纸、竹编以及中医等中国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也吸引着众多

外籍运动员和记者打卡。在大运村和主媒体中心，中国传统

文化体验项目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以及成都人民的热情好客。

伊朗田径运动员马哈迪在汉服体验区体验了盛唐风韵，

在中医体验区感受了中医按摩……“被按中穴位的时候我们

会喊出来，中医真的很神奇，我想学习汉语后再去慢慢了解。”

前来采访本届大运会的尼泊尔记者宝德乐·普拉卡什·巴

布认为，成都大运会集中展示了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和热情。

巴布在主媒体中心文化展示区得到了书法家赠送的一副墨

宝，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5 个大字。“听到解释后感觉寓意

太好了，这就是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理念。”巴布表示。

成都大运会为各国大学生和记者搭建了交流和体验不同

文化的舞台。“相信这一趟中国之旅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

中，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恋恋不舍。”巴布表示。

大运会是代表当今世界大学生运动员最高竞技水平的体

育盛会，但它不止于竞技，也是各国大学生相互交流、展现青

春风采的舞台。成都大运会开启了一扇窗，让全球大学生彼

此加深了解，让他们感受世界多元文化之美。

对此，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理主席雷诺·艾德表示：“我

相信成都大运会友谊的种子会在全世界青年心中播下，散落在

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并最终汇聚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磅

礴青春力量。” （本报成都 8月 8日电）

本报成都 8月 8日电（记者

李元浩）今天上午，在成都大运会

即将落幕之际，国际大体联代理

主 席 雷 诺·艾 德 和 秘 书 长 艾 瑞

克·森超，在主媒体中心畅谈各

自 对 成 都 大 运 会 的 深 刻 感 受 。

在总结成都大运会时，雷诺·艾

德表示：“成都大运会非常精彩，

让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实 现 了 梦 想 。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完美。”

对于成都大运会，艾德表示，

本次赛事的一切都完美无缺，无

论是场馆、运动员还是观众，没有

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他认为，

成都大运会的成功来自多方面因

素，“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场馆的

出色，同时还有非常多的中国特

色。除此之外，组织者和志愿者

都 做 得 非 常 好 ，他 们 的 服 务 很

好。”成都大运会的口号是“成都

成就梦想”，大运会即将闭幕之

际，艾德认为大运会实现了每个

人的梦想。

在森超看来，大运会不仅是

体育比赛，同样是一种文化与教

育的交流。“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

运动员，但我们愿意给学生提供

这样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健康成

长，这是我们国际大体联的社会

责任。”

森超坦言，成都大运会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和

范例。“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接下来的大运会举办国（德

国、韩国、美国）加以借鉴，成都为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

印象。”

艾德同样认为，大运会的最大意义在于沟通：“我们

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我们

必须互相了解，这是帮助我们建立更加美好世界的前提，

这也是我希望在大运会结束之后能够继续做的事。”

本报记者 李娜 安彦璟

“每一场比赛，都释放着强大的青春能

量，震撼着我，也感染着我！”今天，曹茜作为

排球项目技术官员身份的成都大运会之旅

圆满收官。这场举办在“家门口”的世界竞

技体育盛会，为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这份美好的青春印记，我将永远难忘”。

自幼钟爱排球运动，求学期间加入校

排球队，努力考取了排球国家级裁判员资

格 ，曾经还是一名职业排球教师……在

2016 年进入航空工业成飞工作以前，曹茜

的工作和生活始终与排球运动紧密相连。

也正因为这样的职业经历，成就了她在本

次成都大运会的另一个身份——排球赛事

项目的国内技术官员。

发球顺序是否正确、技术传球是否符

合规范、动作效果是否存在失误……本届

大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 30余支排球队

伍，于 10天的赛程中，总计进行了 60场激烈

的对抗赛。曹茜一直坚守在执裁的岗位上，

用自己专业丰富的赛事裁判经历，完成比赛

记录和技术统计方面的工作，“这是对球队和

球员非常重要的大数据分析，十分宝贵”。

8月 6日，中国女排 3比 0战胜日本队夺

得金牌；8 月 7 日，中国男排 3 比 0 战胜伊朗

队获得铜牌。两场赛事因中国队主场作战

获得观众极高的关注度，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伴随着一阵阵掌声和“加油”声，曹茜努

力地捕捉、记录赛场数据。

自 2022 年获悉即将被国家体育总局选

调参与赛事工作，曹茜内心便充满期待。事

实上，虽然历经职业转型期，目前在航空工业

成飞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相关工作，但她一直

未完全斩断与排球的联系。投身成都大运会

赛事，于她而言却是尤为与众不同的一次。

“亲戚朋友、同事都在关注大运、讨论

大运，一时间大家都有了与体育相关的共

同话题。”曹茜说，当属于成都大运会的时

间真正开启后，几乎所有人都被一场场充

满无限可能的精彩赛事点燃。

回到工作岗位后，曹茜将迎来新一批

加入国家航空工业事业的新同事，她希望

把参与成都大运会的宝贵财富分享给他

们，“在汗水中绽放青春，在拼搏中实现理

想，那是属于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也是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成就梦想的必

经之路。”

（本报成都 8月 8日电）

本报记者 李娜

“我的信仰是刘翔！”今天，成都大运会

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家门口”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同时获得 2024年巴黎奥运会

参赛资格的中国田径运动员吴艳妮依旧热

度不减，面对媒体采访时，这简短的 7 个

字，永远是这位四川姑娘的开场白。

人们又怎会忘记有着“亚洲飞人”之称

的刘翔。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 12秒 91

的成绩打破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

世界纪录，夺得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跨

栏项目金牌。那段属于刘翔的个人时刻，惊

天动地。也正因为如此，他在2008年北京奥

运会男子110米栏预赛现场因伤退赛的那一

幕死寂，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

没有人知道刘翔是如何度过那段落寞

的暗黑时光。但他的成绩篆刻在世界田径

的赛场上，他的故事还在影响着前赴后继

热爱体育事业的新青年。在今年 6月举行

的全国冠军赛上，吴艳妮以 12秒 93的成绩

夺冠。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又美又飒的

麻花辫川妹子，迎着人们对成都大运会的聚

焦强势出圈，也让大众对其在家乡赛场上的

表现充满期待。

“我非常渴望与来自全世界的大学生运

动员们切磋交流，也希望和队友们一起展现出

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风采。”最终，吴艳妮在成

都大运会 100 米栏决赛中以 12 秒 76 摘得银

牌。那一刻，全场沸腾，她身披国旗绕场致谢。

事实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曾是许多青

年运动员梦开始的地方。2001 年北京大运

会，年仅 18 岁的刘翔以 13 秒 33 的成绩获得

男子 110 米栏冠军，这是他第一枚世界性比

赛的金牌。2011 年深圳大运会，苏炳添以 10

秒 27斩获铜牌，带领中国男子短跑在世界田

坛闯出了属于中国速度的一席之地。12 年

后的成都大运会男子百米赛场上，陈冠锋以

10 秒 17 的成绩第 3 个冲过终点，用几乎相同

的方式再次赢得一块铜牌。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为国出征，总会背负

太多人的期许。但很显然，当下的青年们迎

来了最好的时代。在越来越开放、包容、和

谐、共享的今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

信。本届大运会期间，有多个项目的参赛选

手出现失误。奥运冠军、中国选手邹敬园在

鞍马决赛意外掉下器械，与奖牌无缘。赛后

接受采访时，他坦然面对，“我不怕失败，‘家

门口’的比赛让我得到了更多支持的力量，未

来还有很多赛场等着我。”

在榜样与前辈的激励下，不惧失败，不被

定义。就像吴艳妮在面对“女版刘翔”称号时

所言，她更希望以“刘翔”为突破自我的标杆，

不断站上更高的梦想舞台。

今天，这场历时 12 天、备受瞩目的世界

体育盛会即将告一段落。新时代的青年们在

历时 12天的赛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顽强

拼搏、为国争光的体育精神，同时也在不断传

递表达着一种声音：坚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荣光，每个正青春的他们都将成为自己故事

里的英雄。 （本报成都8月8日电）

全球青年感受多元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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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柳雅欣、朱蕾桔、张雨霏、李冰洁（从左至右）在比赛后手持“谢谢成都”标语
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8月 8日，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在
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 本报记者 安彦璟 摄

新华社发 李雪 编制

接续拼搏接续拼搏，，创造新青年的荣光创造新青年的荣光

8月8日，成
都大运会闭幕式
上，中国代表团
标识牌入场。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一届精彩、安全、丰富的大运盛会——

成都大运会专刊⑤成都大运会专刊⑤

8月 8日，意大利水球队员庆祝夺冠，一名场馆
工作人员从赛场走过。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成飞员工变身大运会排球技术官员——

曹茜：“难忘这份美好的青春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