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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老年
体育人口超200万

2022年，成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以
党建为引领，推动协会基层组织不断壮
大，全市常年参加健身锻炼的老年体育
人口数量稳定增长，据统计超过 200 万
人，占全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
53%以上。

2022 年市老体协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和推动工作的实
际成效。围绕组织建设、场地建设、骨干
培训、辅导站点、赛事活动、创建“六好”
基层老年体育组织等，部署、开展全市老

年体育调研工作。调研显示，近十年来
成都老年体育组织高速增长，截至目前，
市、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
村）四级总计有老年体育组织 3532 个，
覆盖全市近 300 万老年人口：街道（乡
镇）、社区（行政村）两级老年体育组织总
计 2746 个，总计个人会员超过 150 万
人。注重运动健身参与面扩大的同时，
市老体协积极开展各类老年体育培训工
作，全年累计培训骨干36.82万人次。截
至目前，全市有获得国家、省市、区（市）
县体育主管部门或老体协颁发相应资质
的老年健身骨干超过5万人。

社区运动会为引领
蓬勃开展文体活动

2022 年市老体协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安全、有序、成功举办“大运
有我”2022年成都市第二届老年人社区
运动会和成都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老年组比赛。

第二届老年人社区运动会自 2022
年 3 月初启动到 12 月中旬结束，历时 9

个月，赛事（活动）从线下到线上，赛事活
动从体育馆到公园、到天府绿道、到乡
镇、社区（村），在全市范围掀起阵阵老年
运动风，总计超过 600 万人次参与。成
都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老年组比赛
在全市陆续开展，在23个区（市）县成功
举办了各类赛事活动。据统计，2022

年，区（市）县和所辖街道（乡镇）、社区
（行政村）举办赛事及文体活动 5993 场
次，总计55.8万人次参与，另有117.93万
人次参与各种绿道健身活动。

以老年人社区运动会为抓手，各地
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具有当地特色的
健身项目集中展示、表演和户外健身活

动，基层社区参与超过550万人次。

竞赛水平不断提升
收获荣誉

老年赛事和健身活动持续开展，
有效带动了我市老年人体育和竞赛能
力及水平的提高——市老体协负责组
队参加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门球项
目，在经历赛事两次延期的情况下，队
伍仍旧以饱满的热情斩获个人单打金
牌；双流老体协组队赴乐山沐川参加
四川省老年人象棋比赛，再次取得大
满贯；在 2022 年四川省老年人柔力球、
健身球操、气排球、网球、桌上冰壶球
等比赛中，成都市代表队均获得优异
成绩⋯⋯

不断突破自我的同时，市老体协还
积极承办各类省级老年体育比赛，推动
全省老年人运动健身水平的提升。2022
年 11 月 15 至 17 日，四川省第 36 届老年
人网球比赛在成都市高新网球中心举
行，共有12个市州和行业体协的16支代
表队，32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

线上办活动
创新成效显著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创新开展
“大运有我——成都老人在行动”2022
年成都市老年人健身项目网络视频系
列活动，并将线上培训作为重要支撑，
特邀专项运动和体育健身运动创伤防
护方面的专家，组织拍摄制作培训教学
视频，在老体协微信公众号开设老年人
健身项目系列选修课程，受到中老年人
普遍欢迎和好评。陆续举办了太极拳
剑、广场健身舞、柔力球套路、健身球
操、健身秧歌网络视频比赛；首次以线
上培训、线下参赛方式举办老年人运动
健身专题手机摄影比赛⋯⋯

2022年，成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成
立40周年。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老年
体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私奉
献，辛勤耕耘。2023年，站在新的起点，
市老体协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
署，紧紧围绕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战略
目标和思路，以“爱成都·迎大运”和“老
年体育进社区”为主线，以“科学运动·健
康成都——百万老人动起来”为主题，打
造我市老年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牌，
让健身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成都老年体育再创新高
将运动热情融入世界赛事名城建

设，为即将举办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摇旗呐喊。在绿道、在公园、
在广场⋯⋯在城市每个运动的空间，成
都老人用满是活力的身影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老兵新传。2022年是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奋进“十四五”、启航
新征程的重要之年。过去的一年里，在
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关心下，在市体育
局、市社治委等市级部门的支持、帮助
下，全市各级老年体育组织团结奋进，
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品成都味过幸福年

城里城外热闹红火

逛古风集市、游元宇宙古堰、
感受沉浸式快闪⋯⋯春节期间，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将举行一系
列新春游活动。据介绍，大年初
一到初六，都江堰景区将举行沉
浸式古风集市，集市以“古风”“国
潮”“新春”元素囊括了“天府好
水”“川派盆景”“青城草药”“青城
四绝”等地方特产及文创产品，让
市民游客在游览山河美景的同时
把都江堰好物带回家。

而备受期待的当属元宇宙里
游古堰活动。“都江堰有着全球首
个世界遗产山水元宇宙项目，游
客进入都江堰景区参与‘元宇宙
游古堰’答题活动即可获得新春
能量手环，扫描手环可免费获得

元宇宙 AR 初体验机会。”景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游客通过穿戴虚
拟现实设备就能在景区卧铁处观
看 AR 秀、在堰功道观看历代堰
工们虚拟动像“贺岁”。

青城前山景区的活动同样精
彩，春节期间，这里将举行“福禄
寿”仙山仙者送祝福、青城山“药
王”送安康、“大千拓寿”迎好运等
活动，为市民游客送上新春祝福。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春
节期间，都江堰文庙将举行“东方
有仙”寻仙之旅、新年祈福大典、
闹 元 宵 、开 笔 礼 等 主 题 特 色 活
动。“我们以‘寻仙之旅’为线索，
打造出‘唐朝馆’‘宋朝馆’‘明朝
馆’三大主题区域，以各朝代进行
主题展览，所有商家及国风艺人
穿插其中进行沉浸式演绎。”相关
负责人介绍，游客验票后将获得

“藏宝图”一角，可组队或单人在
各场馆与 NPC 或者商家进行随
机互动，领取藏宝图碎片。通过
各场馆对应的主题进行“投壶、射
箭、猜字谜、飞花令、曲水流觞”等
游戏，沉浸式体验“国风庙会节”
的文化韵味。此外，这里晚上还
将举行“都江堰迎新年”光影秀以
及“夫子归来”全息投影光影秀，
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梦幻之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
新林 赵一 李柯雨 王丹 周滎
鸿 文/图

红红火火过新年，
兔年新春佳节将至，这
个春节大假，成都城里
城 外 都 有 啥 子 好 耍
的 ？ 哪 里 的 年 味 更
浓？昨日，记者走访了
相关区（市）县，提前为
读者进行实地打探，让
市民和游客感受成都
味，过个幸福年。

科技赋能
感受时尚潮流梦幻之美

景区

民俗闹春
感受最传统的成都年味

古镇

小份菜、预制菜走俏

成都人年夜饭消费有了“新食尚”

呈上年味饕餮盛宴
三大新春节庆活动重启

逛展览、看演出、品美食⋯⋯昨
日，“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成都诗圣
文化节”“金沙太阳节”三大新春节庆
活动重启。三大新春节庆活动将持
续至 2 月 5 日，它们将为市民和游客
呈上年味饕餮盛宴。

昨日，记者在武侯祠博物馆内看到，
文化展览、仿古祭祀、国潮戏曲、氛围彩
灯、美食集市、非遗文创⋯⋯充满着新春
喜庆氛围的活动在武侯祠内轮番展开，它
们将陪伴市民过个热闹红火的中国年。

打卡展览，已成为春节逛庙会的流
行方式。今年大庙会，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展览上新。在群贤堂展厅内，“锦官城
外柏森森——成都武侯祠文化艺术展”
正在热展。展览汇集了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50件（套）精品馆藏文物。

新春纳“福”，寓意来年红红火火、吉
祥如意。昨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物
区内，武侯区社区学院的书法老师们挥

沉浸畅游
感受老成都新场景

城区

乐游锦江，火树银花不夜天。春
节期间，锦江两岸声光绚烂、光影浮
动，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灯笼、旌旗、传
统鲤鱼⋯⋯各种古风装饰营造出一种
穿越到古代的意境，2023 年天府文化
年·锦江不夜天——乐游锦江沉浸式
剧情体验活动已拉开序幕，吸引了不
少市民游客前来登船体验、夜游锦江。

此外，大年初一至初七，《锦江之
上》大型沉浸式旅游剧游活动还将热
闹上演，让市民游客亲身体验千年锦
江的古蜀文脉，烟火里的幸福年味，玩
出耳目一新的时尚国潮新体验。

与此同时，市民游客还可以在东
门码头至安顺廊桥航段参与水岸

演绎、诗词歌赋、传统民俗活
动，在夜游锦江丰富的业态

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锦
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中国传统节日

文化的魅力，品味传统中国年。
而在金牛区枣子巷特色街区，则

是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景象。“金牛闹
春·枣春谜游”2023兔年春节沉浸式剧
本解谜主题体验活动在枣子巷特色街
区正在热闹上演。剧本解谜是以枣子
巷独特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并以枣子
巷为活动场景，无论是身穿汉服的
NPC，还是围棋、中医等中国风元素，
都让整个剧本解谜十分有趣，让参与
者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穿越之旅。同
时，在春节期间，在枣子巷特色街区也
会举办六场别开生面的线下解谜活
动，市民可以亲身前往，玩沉浸式戏
剧，吃川派美食。

在武侯区，“2023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已经正式揭开大幕，春节期间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将举行文化展览、仿古
祭祀、国潮戏曲、氛围彩灯、美食集市、
非遗文创等活动。

春 节 期
间，龙泉驿区
洛 带 古 镇 将
推出“大运龙
泉驿·幸福中
国 年 ”2023 成

都文化四季风
—洛带镇民俗闹

春系列活动。大
年初一至初六，在

洛带古镇，春节文艺
专场演出不停，除了精

彩的唱跳节目外，还有客
家民俗情景剧《孔明开街》

精彩上演。大年初二，客家龙
狮拜新年·欢天喜地贺新春巡游活

动开启，将召集客家龙狮为景区内优
质业态、商户拜年送上客家人最淳朴
的祝福。此外，猜灯谜、“板凳龙”、客
家祈福、客家山歌等活动也将在春节
期间精彩上演。

邛崃市平乐古镇从大年初一开
始，将以“点亮平乐·中国年”为主题，
推出“光影平乐”“剧游平乐”“烟火平

乐”三大系列活动，为游客提供古镇
旅居出游新体验。大年初一当天，平
乐古镇沉浸式夜景光彩工程将焕新
归来，古镇将开展热烈喜庆的“点亮
仪式”。届时，空中飞行的“火凤凰”
将引领一江两岸灯光循序开启。凤
凰于飞、声声嘶鸣、划破长夜，让游客
在“火树银花不夜天”光影中发现连
连惊喜。

春节期间，平乐古镇还将开展天
府雅集大型烟火集市和光影秀，打造
秦汉风烟火街市，全天候进行的民俗
表演拉满年味氛围。作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瓷胎竹编的故乡，平乐古镇
的“竹龙迎春”活动是其一大特色。99
米长、拥有 5000 多片鳞片的“亚洲第
一竹龙”也将惊艳亮相。

此外，作为成都北部拥有超过2000
余年建制史的青白江区城厢古城将开
启第二届“厢逢时光集”,从大年初一的
大型舞蹈时尚诗画《舞韵天府》、初二
的中国传统舞龙舞狮、初三的民乐文
化派对到大年初六，每天都有不同的
特色活动将在城厢古城上演。

作为除夕夜的重头戏，年夜饭是
千家万户关注的焦点，对此，餐饮商家
也在积极准备。近日，记者探访发现，
成都人年夜饭消费有了“新食尚”：不
仅在菜品上推陈出新，而且还要吃得
健康，“轻量化”年夜饭正悄然走俏。

椰子鸡、东坡肘子、粉蒸排骨、剁
椒鱼头、蒜蓉粉丝扇贝⋯⋯临近兔年
新春，成都市民唐露已早早订好她的
婚后首顿年夜饭菜单。“我基本都买的
预制菜，团年的时候热一下就可以吃
了。”唐露坦言，虽然自己和老公都喜
欢下厨，厨艺也还不错，但方便快捷、
种类丰富的预制菜让他们能够更方便
地接待众多亲朋好友。

连日来，记者在成都市成华区、高

新区的多家超市看到，各种预制菜被
摆在冷藏区最醒目的位置，冰柜中不
仅有粉蒸肉、松鼠桂鱼、佛跳墙等经典
菜式，还有椰浆咖喱面包鸡等小众新
品。同时，门店还提供预制菜套餐预
订，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业内人士表示，预制菜在传统年
夜饭消费需求基础上，强化了便利性、
趣味性、社交属性，而预制菜的兴起和
普及也体现了餐饮业的工业化和规模
化逐渐增强。

别样年夜饭，几多新风尚。在餐
饮市场上，“轻量化”年夜饭受到市民青
睐。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老字
号、酒店餐厅都纷纷推出外卖服务，“小
份菜”“一人食”热销，“迷你版年夜饭”
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新式年夜饭
方便快捷又不失仪式感，满足了人们
的个性化需求，也在无形之中重塑着人
们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从大鱼大肉到
绿色健康食品，从“面子消费”到适度适
量，简约之风劲吹，“吃得健康”越来越

成为年夜饭的主流。
相关专家认为，

小份菜、外卖、预制
菜等新变化，反映出
年夜饭消费的丰富、
多元，也推动了餐饮企
业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发
展。“但无论年夜饭形式
如何变化，吃的是团圆，品
的是亲情，爱与温暖不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洛带古镇舞龙

东门码头

墨手书新春“福”贴及对联，派送给观众。
大庙会期间，童真可爱的小喜神还将不定
时在园区内巡游，向观众送喜送福。

昨日，“人日游草堂”第十四届成都
诗圣文化节拉开帷幕。每年人日，凭吊
诗圣，赏梅祈福，是成都市民新春的重要
文化活动之一。本届活动将继续围绕

“诗传千古情，花重锦官城”这一主题，打
造独具草堂特色的新春节日文化盛宴。
草堂唱和、祭拜诗圣、文化展览、传统技
艺体验和赏梅祈福等传统文化活动将精
彩亮相，让观众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共
享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昨日，2023 成都金沙太阳节正式拉
开帷幕。古蜀文明、欧洲艺术、非遗大
展、童趣手作、主题灯组、金沙花市、生肖
文化、风情演艺、特色文创、美食乐园等
精彩活动，将持续陪伴市民度过欢乐的
春节时光。

据了解，近百场演艺将从大年初一
开始轮番登场，带领游客踏上妙趣横生
的博物馆之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制图 江蕊松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