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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站 ，我 们 跟 随 着 火 炬 手
的脚步来到了成都东安湖体育公
园的主媒体中心，沉浸式感受大
运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
者将如何在这里让大运故事传向
全球。昨日，记者前往东安湖公
园另一侧的大运会博物馆。在这
里，丰富多彩的展品文物全方位

展现了成都大运会的历史和文化
底蕴。据了解，火炬手胡锐凯的

“同款”蓉火，也在博物馆里展出，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它。

“通过大运会博物馆的展示，我
们希望在让人们了解赛事历史的同
时，也激励大家热爱运动、热爱生
命。”大运会博物馆协调处处长曾浩

带领着记者胡锐凯走进博物馆中。
据曾浩介绍，大运会博物馆是中国
西部首个赛事类博物馆，展厅面积
3300平方米，展陈按“时代使命”“责
任担当”“全球盛会”三个篇章进行
布展。“除本届成都大运会珍贵实物
外，博物馆还征集到了世界大运会
历史上重要的奖牌、火炬、吉祥物、
图文音像资料等。”曾浩说，“目前，
博物馆已征集各类藏品、影像及电
子文档资料近8万件。”

中国西部首个赛事类博物馆

近日，成都天府大道光影交错，
流光溢彩。走出孵化园地铁口，一块
精美的巨幕投影屏随即映入眼帘，吸
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拍照打卡。
记者了解到，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大魔
方演艺中心增设的这块景观照明艺
术装置，已于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
之际启用，为成都市民带来一场场震
撼的灯光视觉盛宴，助力营造浓厚的
大运氛围。

文化惠民
营造全民迎大运浓厚氛围

都江堰里划竹筏、金沙遗址博物
馆里比击剑、杜甫草堂里打乒乓⋯⋯
大屏上，哪吒和“蓉宝”纵身巴蜀山水
中竞技，栩栩如生。在孵化园附近上
班的市民王小田表示，“这块大屏面积
特别大，效果也很出彩，路过一眼就看
到了里面可爱的‘蓉宝’，相信之后肯
定能成为成都又一热门打卡点。”

记 者 看 到 ，大 屏 上 滚 动 播 放 着
《大运成都公园城市欢迎您》《哪吒蓉
宝奇遇记》《空中看大运·动感大运》

《烟火成都&麻辣大运》《成都无边界》
等大运主题的宣传短片、视频⋯⋯在
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之际，成都大
魔方演艺中心户外高清城市景观照
明系统的正式启用，不仅将助力营造

“全民参与大运、共享大运”的热烈氛
围，还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和观众前来
打卡，让更多中外宾客感受到成都的
开放、热情与包容，向全球展现独属
成都的文化魅力和特色，在提升城市
形象与知名度美誉度的同时，也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娱乐和休闲
方式，丰富文化惠民生活，增加城市
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面积最大
“巨幕”大屏约3400平方米

据介绍，这块“巨幕”大屏使用了
激光投影技术，总面积约为 3400 平方
米，是目前成都面积最大的激光投影
城市景观照明系统。采用“布置临时
灯光艺术+灯光秀画面渲染”的方式，
营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
福成都”景观照明氛围。

成都围绕落实“简约、安全、精彩”
办赛要求，统筹推进办赛、营城、兴业、
惠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改善城市
面貌、提升城市品质、展示城市形象。
记者了解到，成都传媒集团建设、运营
该项目，将坚持服务城市发展战略的
责任担当，为大运会圆满举办、城市形
象宣传贡献力量。

“之后，我们将以广泛赋能城市宣
传服务为宗旨，聚力打造能提高主流
舆论引导能力、开辟新型智慧消费场

景、突出展示城市特色的宣传阵地，助
力展示成都独有的景观照明，力争打
造惠民、创新、时尚、年轻的崭新成都
地标建筑。”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也将积极结合城市宣传、体育赛事、文
艺演出、假日活动等，带来主题各异、
内容多元丰富的灯光艺术秀，让市民
和游客尽享潮流和热闹，用光影呈现
天府文化魅力，展现成都城市风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摄影 魏麟潇

光影呈现天府文化魅力
惠民迎大运，成都面积最大的城市景观照明系统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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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沉浸式探访大运会博物馆

火炬手同款火炬在哪儿？

走进博物馆中，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一个造型独特的大熊猫雕
塑。和我们以往认知中的大熊猫形
象不同，这只大熊猫全身纯白，但身
上却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友人的签
名。“这只大熊猫是 2019 年 1 月 17
日，东安湖体育公园正式动工时的

‘吉祥物’。”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说，“雕塑上的签名来自国际大体联
的重要嘉宾，体现出它们对成都的
祝福。”因此，这一大熊猫雕塑可以
说是非常幸运地见证了大运会从

“花落成都”到“花开成都”的全过
程。在大运会举办期间，所有来成
都参赛的运动员也会受邀来到博物
馆中，继续在上面签名。承载着世
界对成都美好希冀与祝福的大熊猫
雕塑，将会成为成都大运会博物馆
未来永久的一号藏品。

博物馆中有“三蓉”。进门右手
边，就是大家所熟悉和喜爱的成都
大运会吉祥物“蓉宝”。展厅的中心
区域，集中展示了近几届大运会的
火炬，和记者同款的大运会火炬“蓉

火”也位列其中。另外，还有大运会
奖牌“蓉光”，独具设计感的几何扇
面、灵动的太阳神鸟元素、蜀锦制作
的精美绶带，让人眼前一亮。

记者看到，大运会申办报告和
国际大体联签署的主办合同等珍贵
文件也在博物馆中展出。“大运会作
为一件城市大事，留下来的这些文
件资料和文化遗产意义都十分重
大。”胡锐凯感叹道，“走进大运会博
物馆，能够寻找到那份独特的城市
记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
凯 陈浩 泽登旺姆 实习记者 王茹
懿 文/图

博物馆中有“三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余力 刘鲁） 7月24日，“‘大运·
成都’——2023 全国漫画动画作品
大展”在成都市文化馆开幕。

本次展览以“大运·成都”为主
题，共收到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自
治区报送的原创作品 1000 余件，经
展览组委会精心组织挑选了 113 件
漫画、插画、动画作品在成都市文
化 馆“ 大 家 美 术 馆 ”进 行 集 中 展
出。入展的每幅作品都是艺术家
感性的表达和视角的呈现，他们用
画笔和色彩，描绘出“大运·成都”
主题的运动之美，用画布和媒介传

递出生命跃动的力量之美。同时，
展区还设置诸多互动打卡空间，让
市民深刻感受青春活力的大运氛
围。

据 悉 ，本 次 展 览 采 取 线 上 展
示+线下巡展的方式。其中，首展
于7月24日至8月20日在成都市文
化馆“大家美术馆”展出，首展结束
后8月至10月将继续组织下基层到
部分区（市）县文化馆进行巡展。7
月 24 日至 8 月 20 日，观众可同步在
四川美术馆、成都画院、成都市文化
馆等机构微信公众平台和“文化天
府”云平台观展。

昨日，记者了解到，在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即将
到来之际，成都大运会特许授权合
作商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传
播”），以吉祥物“蓉宝”为主创元素，
推出 5 款风格独具的数字出版产品
——“成都大运会之蓉宝系列作
品”。该系列作品的第一款《全民健
身，点燃热情》，将于 25 日上午 10
点，在“成文交数字平台”正式上线
发行，并面向所有人免费赠送！其
余四款作品将于 7 月 28 日、7 月 31
日、8 月 3 日、8 月 8 日陆续上线，邀
您共享大运盛会、感悟天府之美。

这款独具新意的“成都大运会
之蓉宝系列作品”，以成都大运会吉

祥物“蓉宝”作为主创元素，具有稀
缺性、实用性与收藏性，并带给用户
全新的数字生活体验。当我们点击

“成都大运会之蓉宝系列作品”，获
得的不仅仅是一张图片，而是一套
融合了数字标识、知识文库和配套
权益的数字出版产品，通过视频、图
片、文字等富媒体资源，能够全方
位、多角度深入了解大运文化、天府
文化，让每个收藏者在拥有数字出
版产品的同时，一起感触成都这座
大运之城的文化脉动。

在成都大运会“百店千品”计划
的助力下，博瑞传播以数字赋能大
运会特许商品矩阵，联合天猫“成都
大运会官方旗舰店”，打通线上线下
渠道，实现数实联动。18 大系列数

百千余种蓉宝主题特
许商品供自由选择，使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轻
松购得心仪的“蓉宝”
商品。

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种以数字出
版产品拉动线上线下
实体产品销售的策略，
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也为大运会
特许商品带来了全新
的销售模式。数字化
的便利性和实体店的
亲近感相结合，将‘蓉
宝’所代表的青春和活
力传递给更多人，让大
运精神、成都魅力深入
人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泽登旺姆 文/图

“大运·成都”——2023 全国漫
画动画作品大展开展

数字“蓉宝”今日10点上线

足不出户把“蓉宝”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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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创力
产生多项农业信息化技术成果

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仅仅
是成都科技赋能“天府粮仓”建设的
一个缩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的重要指示精神，成都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应运而生。这
是国家在西南区域布局的唯一一个
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里
主攻数字农业、休闲农业、功能农业
三大产业，统筹科技供给、产业培
育、服务支撑三大功能，努力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科技创新中
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在新津天府农业博览园核心
区，3000 亩大田展区让人惊艳，100
多种智能设备精准运转，空气湿
度、风力、土壤水分、营养成分、作
物长势、有无虫情⋯⋯在“数字农
业”加持下，这片稻田以最少的人
力实现了最精确的管理，迎来了高
产稳产。

据悉，目前成都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已入驻阿里巴巴、新
希望、中化、中交、四川建投、易瑞生
物、新兴粮油、中环易达等农业高新
技术企业86家，入驻主体项目94个，
完成投资 152 亿元。引进国内一流
科技创新团队 93 支，组织实施协同
创新重点项目111个；吸引了成都农
投、川商投、成都东进等 11 只共 200
多亿元基金参与投资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孵化；建成涵盖全市主导
产业的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 82 个。
研发应用了5G视距通信网络、1链3e

乡村产业振兴数字化共享平台、猪脸
识别技术等信息化技术成果 9 项。
大力发展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新模式，全年组织 36 场乡村旅游节
庆活动，接待人次超1.32亿、同比增
长 11.48%，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
489.17亿元，同比增长24.2%。

种粮智慧化
无人机一天播四五百亩水稻

“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
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邛崃市固
驿街道花园村农民周家林是当地远
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种植面积从
几十亩、几百亩一直发展到 2000 余
亩。四年前，周家林开始利用无人
机水稻直播技术，并尝到了甜头。

“利用无人机的好处就是精准
度高，播种均匀、标准，比如一亩地
需要 1.5 公斤，它就精确地只播 1.5
公斤，效率很高，一天能播四五百
亩，相当于每天 50 个人的播种量。”
周家林说，这几年，自己又陆续投入
几百万元，用于购置大型拖拉机、运
输机、收割机、插秧机、烘干机等，还
建了约 3000 平方米的粮食烘干仓
储，实现了从育秧到收割烘干全程
机械化，大大节约了成本。

今年的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均
再次强调“藏粮于技”，成都也将“加
强科技协同创新”作为重要抓手，通
过加强科技攻关，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材料应用，实施全程机械化等
方式，用科技赋能，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

新时代，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梦想，正在天府之国的科技创新
中，扬帆远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李柯雨 本报资料图片

“快速育种”让种粮智慧化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大魔方演艺中心景观照明艺术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