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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大地，草木葳蕤、生机盎然，
激越的青春之歌从这里响彻世界。

成都大运会共设 18 个大项
269个小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
生运动员挑战极限、突破自我，书
写“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青
春篇章。

游泳项目上，中国队屡破纪
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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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50 米自由泳决赛中打破
赛会纪录，成为大运会“九金王”；
由覃海洋、王谷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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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400米决赛中，葡萄牙选手
若奥·里卡多以44秒782的成绩获
得金牌，打破尘封26年的赛会纪录；
获得亚军的澳大利亚选手霍尔德以
44秒785的成绩超过赛会纪录。冠亚
军的成绩，仅相差千分之三秒。参加
这场决赛的8名选手中，前6名都刷
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这场赛事，将载
入大运会史册，成为高光一刻。

在1981年举行的第11届大运
会上，中国女排首次夺冠，实现中

国“三大球”在世界大赛上“零的突
破”。成都大运会，中国女排战胜日
本队，勇夺金牌，创下中国女排在
历届大运会上第7次夺冠的荣耀。

网球比赛上，来自西南大学的
郭涵煜苦战3盘逆转获胜，获得女
子单打金牌。这是继2001年李娜之
后，中国网球女单再夺大运会金牌。

艺术体操比赛上，代表中国出
战的成都体育学院艺术体操队获
得 2 金 1 银，实现中国艺术体操参
加大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大运会的荣光不仅照亮冠军，
还为每一个追梦者、拼搏者喝彩。

大运会女子100米栏比赛中，
吴艳妮在半决赛和决赛中两度刷新
个人最好成绩，尤其是在决赛中跑
出12秒76的个人最佳成绩，达到巴
黎奥运会的参赛标准。吴艳妮因此
成为中国田径队径赛项目中，第一
位在巴黎奥运会周期达到奥运会参
赛标准的运动员，也是四川首位获
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虽然没有拿到冠军有点小遗
憾，但达到了奥运标准。”这位阳光开
朗的四川姑娘不忘感谢父老乡亲的
支持，“这一刻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在这个逐梦的广阔舞台上，一
个个“不可能”变成现实。

男子单杠决赛中，哈萨克斯坦

选手 KARIMI Milad 比赛时护掌
意外断裂，按照规则获得在最后重
赛机会。在他之前，中国选手侍聪以
高难度动作暂列第一。面对劲敌，
KARIMI Milad力抗压力，6.3的难
度完成得行云流水。有网友点评：

“在看到中国选手暂列第一的表现
后，拿出了最难的动作，以强大的心
理素质和魄力面对比赛，拿下这枚
金牌，这就是体育精神的力量。”

在武术套路项目比赛中，来自内
江市威远县的曹茂园技压群雄，获得
男子南拳冠军。这是本届赛事的首枚
金牌，也是曹茂园的首个大运会冠
军。从威远县的乡村走向世界赛场，
青春的无限可能直击人心，也成为

“成都成就梦想”的生动注解。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自诞生之

日起，就以青春之名，让一代代大
学生运动员，实现青春梦想。成都
大运会上，中国派出由700余人组
成的代表团，参加全部 18 个大项
的角逐，实现“满项报名”目标。最
终，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
表团拿到 103 枚金牌——这是中
国队参加历届大运会以来单届金
牌数最高纪录，中国也因此成为大
运会历史上第二个在一届大运会
上金牌总数破百的国家。青春力量
在赛场不仅追光，更成为一道光。

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写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之际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边钰 吴亚飞/文 新华社/图

青春荣光，点亮蓉城。7月28日至8月8日，成都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功举办，用青春之歌为世界奉献了一届
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为国际青年体育事业发展作出新
贡献。

这是一场青春的盛会。11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春学子，驰骋
于赛场，展竞技之美，攀体育高峰，让全球共享到体育竞技的激
情与欢乐。

这是一场团结的盛会。五洲四海的人们汇集成都，以青春之
名，聚团结之力，扬文明之光，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
照世界。

这是一场友谊的盛会。6500名大学生运动员心手相牵，以
友谊互信增进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写下青春的注脚。

共织大运舞台的青春梦想，共谱大运之歌的青春乐章。成都
大运会是全球青年人以体育之名、以梦想之名、以青春之名的相

聚。青年一代以“更团结”的积极姿态，展现青年担当，大力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磅礴青春力量、汇聚青春希望之光。

以赛为媒，成都大运会携手世界青年，以青春的活力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把成都大运会办成一届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气
息、青春风采的国际体育盛会，让世界看到一个阳光、富强、开
放、青春的新时代中国。

“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并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连日来，习
近平主席的致辞全网刷屏。

“这就是幸福成都。”正如网友们所言，成
都各地铆足劲，花式秀幸福，邀请大家到成都
走走看看。以大运会为舞台，成都向世界敞开
展示中国特色、时代风采、巴蜀风韵的大门。

作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14连冠，成
都向世界呈现了一场技艺精湛、异彩纷呈的
体育赛事，献上了一场澎湃青春、团结、友谊
的盛会，展示出古蜀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山水相宜与都市繁华相得益彰的国际化
大都市形象。

先进智能的场馆和办赛水平让各国运
动员印象深刻。来自美国、波兰等多个国家
的运动员表示，无论是完善的基础设施，还
是规范的赛事流程，以及暖心的赛事服务，
都让他们赞叹。“这里的体育场馆是奥运会
级别的，我从未想到在城市里也能看到如此
美妙的地方。”在考察本次大运会开幕式主
场馆东安湖体育公园时，国际体育记者协会
主席梅洛说。

成都大运会共有49个场馆，均达到国际
标准，它们的修建，既与成都城市规划同频共
振，也彰显“硬核”科技，蕴含巴蜀韵味。如，凤
凰山体育馆的可视化管理平台，给体育馆装
上“最强大脑”，东安湖主体育场将巴掌大小
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270万倍，拼出史上最
大的“太阳神鸟”。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曹雪峰表示，体育场馆是成都大
运会留给这座城市最为显性的体育遗产。大
运会结束后，这些场馆将继续用于成都的体
育事业和全民健身。

走下赛场，各国运动员走向大街小巷，感
受幸福成都的别样活力。

“赛好每一场比赛，吃好每一顿火锅。”在
各国运动员的社交平台上，火锅、冒菜等传统
川味美食频频出镜、圈粉无数。无论是美食、
美景，还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或是热情好客
的成都人，都给客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大运会如同一条纽带，串起城市烟火和
青春活力，让大家融入“大运时刻”。

大运村里，来自尼泊尔、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志愿者服务各
个代表团。他们说，“我们是外国人，但不是

‘外人’。”社区里，从老人到小孩，学习英语、
文明礼仪、大运知识等蔚然成风。公园里、绿
道上，跑步、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一群玩陆
地冲浪的爷爷奶奶说：“越来越好的环境和设
施，正带动多样化的运动，浓厚的运动氛围在
成都形成声势。”

体育改变生活方式，更影响一座城市。
2001 年，大运会首次来到中国首都北

京；2011年，深圳大运村选址龙岗新城，直接
带动龙岗跃升，被称为继改革开放后的又一

“深圳速度”；成都希望像北京、深圳一样，成
就自己的城市梦想。

2019年，国际大体联会旗从意大利那不
勒斯市交接到成都市，宣告大运会进入“成都
时间”。4 年来，成都的位势能级发生根本性
转变，成长为经济总量跨越2万亿台阶、国内
第四个2000万人口量级的超大城市。

历来，举办全球性赛事是一座城市走向
国际化的重要路径和标志之一。于成都而言，
办好大运会，则是其进入世界城市体系中标
定成长坐标后的一场发展机遇。

以赛谋城的坚定决心，从一组数据中可
窥见一斑：成都市体育人口增加至 940 万；
2022 年成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 1000 亿
元，体育消费持续稳步增长；到2025年，建成
世界赛事名城，每年举办国际和全国赛事50
项以上，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1500亿元。

崛起的体育背后是崛起的中国。如今，体
育已从竞技扩展为全民参与，社会大众已从
更多地“欣赏体育”转变为更多地“参与体
育”。在四川的公园、绿道、社区运动角等，一
个个新兴运动项目，一张张运动笑脸，绘就城
市运动热点图，引领健康生活新风尚。

昨晚，当青春的圣火缓缓熄灭，形如白鸽
的珙桐花焰火将绽放在蓉城上空。成都大运
会闭幕意味着新的开始，在美好未来的发展
前景里，年轻的力量将带着这份青春记忆，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写下美好的新篇章。

万千气象
全民参与

在为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
的国际贵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
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到，“我们要
弘扬大运会宗旨，以团结的姿态应
对全球性挑战，为国际社会汇聚正
能量，合作开创美好未来。我们要
深化交流互鉴，以包容的胸怀构建
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用欣赏、互
学、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当大运会遇上巴蜀韵，当东方
美学与青春烂漫交相辉映，四川式
浪漫拨动全世界的心弦，描绘出各
美其美、和合共生的文明画卷。

成都大运会上，四川元素鲜活生
动，中国美学扑面而来。蜀锦绶带高
雅别致、石磬妙音穿越古今、川剧吐
火惊艳四座、芙蓉焰火点亮梦想……
意境高远、意蕴丰厚的东方美学，从
巴蜀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奔涌于时
代浪潮之中；融入金沙遗址太阳神鸟
元素的主场馆、将城市剪影与大运会

“U”形标志相融的奖牌“蓉光”、蜀绣
大师郝淑萍设计的开幕式蜀绣引导

牌、象征太阳神鸟十二道金芒的空中
焰火等。这些充满无穷魅力的古蜀芳
华，为“何以中国”注解，也让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在青春力
量的薪火相传中闪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
动成为成都大运会期间一道风景
线，世界各地青年在文化交流中增
进了解，书写团结和友谊的生动篇
章。7 月 29 日至 8 月 7 日，每天 10
时至20时30分，大运村互动体验
中心都有中国非遗技艺互动体验
活动。皮影戏、蜀绣、竹编、脸谱、剪
纸、年画等多项中国非遗集中亮
相。来自四川各地的非遗传承人，
不仅现场展示非遗技艺，还手把手
教各代表团运动员等体验非遗。

右手拿着支撑杆，左手持两根操
纵杆，在皮影戏非遗传承人赵洪的指
导下，来自哥伦比亚的丹尼尔·劳拉
很快掌握了让皮影戏戏偶动起来的

“密码”。意大利运动员尼科尔则忙着
体验书法、剪纸、蜀绣。她还喜欢夜游
大运村。夜幕降临，文化市集上陶艺、

投壶、击鼓、蹴鞠等体验项目一字排
开，各代表团青年穿梭在蕴含历史底
蕴的传统文化游园会中，感叹“看见
了古老又青春的中国”。

“当你参观大运村，看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在工作，在享受
中国文化，这感觉真是太棒了。成
都大运会给了世界各地的大学生
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让世界看到
真实的中国。”国际大体联秘书长
艾瑞克·森超表示。以赛为媒交流
互鉴，成都大运会打开了全世界了
解成都、感知中国的新窗口。

赛事组委会还以公园城市美学
体验为主线，以“安逸耍成都”为主
题，推出11条城市文化观光体验路
线，让各代表团青年认识成都、了解
中国。成都市文化馆招募200多名志
愿者，开展1000余场具有成都地域
特色的主题街头艺术表演，还邀请各
代表团运动员共同参加表演。匈牙利
代表团击剑运动员内基福尔·艾丽卡
表示，成都大运会让她领略到独具特
色的巴蜀文化，希望有机会继续感受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文明互鉴 美美与共

激扬青春 成就梦想

8月5日，宁潇函（左二）在田径项目男子110米栏决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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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中国选手粟文（左）在田径项目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夺得冠
军后庆祝胜利。

8月6日，中国队选手蔡燕婷、葛曼棋、梁小静、李玉婷（从左至右）在
田径项目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后庆祝。

8月3日，孟明宽（右）在跆拳道男子87公斤级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