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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大运场馆面向公众
开放了！8月12日，成都第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武术竞
赛场馆、城北体育馆主馆面向公
众开放。开放第一天，由中国体
育舞蹈联合会指导，成都市体育
总会、城北体育馆支持，成都市
体育舞蹈协会主办的 2023 中
国·成都体育舞蹈公开赛、2023
年第十五届中国西部中心城市
体育舞蹈公开赛、第十四届中国
成都体育舞蹈国际公开赛热身
赛在这里举办，吸引到各地上千
名体育舞蹈爱好者同场竞技。

6天时间 擂台变舞台

有着近 50 年历史的城北
体育馆，是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武术竞赛和
训练场馆。7 月 29 日，成都大
运会武术比赛在这里拉开序
幕。7 月 29 日—8 月 3 日，共计
有 30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上百名运动员在此“演武”，尽
情展现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

8 月 3 日中午，随着中国选
手柳文龙无悬念夺得武术散打
80 公斤级金牌后，成都大运会
武术比赛全部结束。8月6日，
城北体育馆开始撤场工作，到
8 月 11 日撤场基本完毕。当
晚，原本用于武术散打的擂台

就被“改装”成灯光绚丽的舞
台 ，用于上述三项比赛的举
办。“12 日起，城北体育馆将全
面向市民开放”，城北体育馆主
要负责人对记者说：“其实早在
前两天，体育馆已经陆续面向
公众开放了，今天举办体育舞
蹈比赛则是全面向市民开放。”

青春竞技 舞者云集

昨天早上，记者赶到位于
花圃路的城北体育馆，那里已
经被前来参赛的青少年舞者装
扮成五颜六色的海洋。记者在
现场看到，检录区密密麻麻排
着很多少年舞者，他们在现场
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排着队，馆
内参赛少年正随着音乐在绚丽
的灯光下翩翩起舞。“这是成都
大运会后城北体育馆第一次举
办比赛，也是所有训练、比赛场
馆中大运会后第一个开放办赛
的”，成都市体育舞蹈协会一工
作人员对记者说。

本次比赛不仅吸引到成都
和德阳、巴中、广元、资阳、南充
多个市（州）体育舞蹈俱乐部

（学校）组队参赛，就连新疆的
队伍都来了，城北体育馆也因
此热闹了一整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凯 文/图

家门口享受锻炼的乐趣

这个夏天，成都大运会点燃了人们对运动的热情。昨日，记者获悉，在新津区，刚刚举行完大运会赛
艇比赛的四川省水上运动学校内专业的跑道、篮球场、羽毛球场除了供运动员进行日常的专业训练外，在
空闲时段也对广大市民开放；而在温江，8月7日至8月27日，该区10处中小学校运动场迎来了“一场双
门”暑假对外开放，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成都大运会武术场馆
开馆迎赛啦！

昨日下午 6 点半，记者在花都小学运
动场入口处看到，周边市民陆续到来，有
序排队登记入场。跑步、跳绳、踢足球、打
篮球⋯⋯操场慢慢热闹起来，不时传来欢
声笑语。作为温江区 10 所“一场双门”开
放运动设施的学校之一，花都小学的傍晚
非常热闹。

所谓“一场双门”是指在学校体育设
施中设置两个进出通道，分别服务在校学
生和社会公众。为满足市民就近、便利参
加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温江区在有条件
的学校实行“一场双门”，向社区全面开放
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等体育
资源，打造家门口的“共享运动场”。

“11、12、13⋯⋯”操场上，曾女士带着
两个孩子在跳绳。曾女士告诉记者，之前
和两个女儿都是在小区里跑步、跳绳，但
小区内车辆太多，不怎么方便。“前几天听
说家附近的花都小学校运动场暑期开放
了，我们可以去那里锻炼身体。这几天一
吃完饭，两个孩子就拉着我往学校操场
跑。”

昨日 19∶00 之后，陆续有市民带着羽
毛球拍、篮球、跳绳走向操场。“我看到孩子
学校群里发的通知，说 8 月 7 日至 27 日运
动场对外开放，就过来看看，没想到那么多
人在这边锻炼。和小区里相比，学校场地
大得多，我们打算暑期每天都来锻炼。”市

民曹女士说。
花都小学校副校长范泽洪表示，为了

做到教学、开放两不误，学校在教学区和运
动场之间设立了围栏，增加了门锁，在对外
开放的时段进行一校双区管理，即市民从
学校运动场侧门进入，尽享运动区的所有
体育资源，同时保证市民不会进入学校教
学区，影响教育教学。“在此，也希望市民自
觉地遵守学校运动场的相关规定，共同维
护好学校的环境。”

据悉，每个开放的学校还配置 4 名工
作人员，包含运动安全巡查员、运动辅导
员、保洁员和安保员，在学校运动场开放期
间从事运动损伤应急处置、运动技能指导
培训、运动场所打扫、现场秩序维护等工
作，保障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有序对外开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受访单位供图

四川省水上运动学校：
在规定时间段

登记后可入场锻炼

昨日早上 6 点半，家住新津区永商
镇水运大道旁的居民杨梅，来到附近四
川省水上运动学校进行晨练。“在这里跑
步视野开阔，特别有劲。”杨梅说，跑道旁
边的这条壮观的水道曾被誉为“亚洲第
一水道”，刚刚举行完大运会赛艇比赛，
单边长度就是 2 公里多，绕着跑一圈就
有5公里多，一天的运动量就够了。

据了解，大运会结束后，四川省水上
运动学校内专业的跑道、篮球场、羽毛球
场除了供运动员进行日常的专业训练
外，在空闲时段也对广大市民开放。想
要进入水校锻炼的市民，可以在每天上
午 6—8 点或下午 6—8 点，在门卫处登记
允许后即可入场锻炼。“如遇承办赛事或
运动员集中训练不能入场，还希望市民
多多谅解。”四川省水上运动学校相关负
责人说。

在新津区，今年又增添了一处体育
运动场地，那就是 6 月投入试运营的津
津希望体育公园，这座体育公园是新津
首座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配套了新津
目前唯一一个高标准篮球赛事场馆，8
条 50 米标准泳道的恒温泳池，还有乒乓
球、瑜伽舞蹈室等室内运动场景，室外
有篮球场、网球场、跑道以及轮滑场地
等，一到傍晚，人们跑步、打球、轮滑，津
津希望体育公园室内外场地的人气都
超高。

“这个夏天我已经有十多次到津津
希望体育公园打乒乓球，室内空调开放，
特别适合运动。”家住希望路的叶女士对
记者说。

温江10所学校：
“一场双门”开放体育设施

服务大运
有这样一群
青年党员

接待万余人次用餐

主媒体中心餐厅获各地记者点赞
7月28日，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当天中午，主媒体中心的餐厅里人声鼎沸。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

记者正在用餐，李子珩身穿工作服也穿梭其中，时不时向用餐的记者询问饭菜是否合口味。面对提
问，不少记者都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自己对饭菜很满意。本次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的餐饮保障是
由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博瑞酒店负责，从现场实地勘探到具体工作方案的制订实施，只有37天的
时间。在这37天里，负责人李子珩和同事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保障任务。“一直到8月8
日结束这一天，我们媒体餐厅总共接待了13982人次用餐。整个接待期间，所有的食材检测零异
常，保证了零食品安全事故和零用餐投诉。”他骄傲地说。

37天完成“改造计划”
保障主媒体中心顺利开餐

距离大运会主媒体中心餐厅试运营
开餐还有 37 天，李子珩突然收到消息，博
瑞酒店需负责主媒体中心的餐饮保障。
突如其来的任务让他有些手足无措，要知
道酒店拥有的是宴会资质，但主媒体中心
的用餐保障需要集体用餐配送资质。因
此要完成保障任务，不仅仅要改造厨房，
还需要取得热链运输的资格。

时间紧，任务重。李子珩和同事们便
一头扎进了“改造计划”中。到现场实地
踏勘，制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最终他们将
重点放在了集体用餐质量配送以及媒体
餐厅现场服务两个方面。

原本定制宴会餐食的厨房不能进行
用餐配送，那就按照相关标准对酒店的厨
房进行改造；饭菜需要从酒店运到主媒体
中心，第一次从事热链配送工作摸不着头
脑，那就邀请专家和同行企业来对所有人
进行相关培训；饭菜需要安检，可能会耽
误食物运送的时间，那就主动去协调沟
通，将运输时间缩到最短，保证菜品的品
质⋯⋯

“尽管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按时完
成了任务。7 月 13 日，主媒体中心餐厅正
式开餐，我们在 12 日按期按程序顺利取
得了所有的资质。”李子珩说道。

用餐意见随时收集
菜品设计蕴含中华文化

大运会开幕式当天，是主媒体中心餐
厅接待压力最大的一天，也是李子珩最紧

张的一天。主媒体餐厅实际上可用的餐
位不到 300 个，但当天光午餐就有 1400 多
人用餐。为了确保当天的服务，李子珩和
同事提前在餐食服务以及应急等方面制
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不仅仅是开幕式，为了提供最好、最
优质的服务，每天李子珩和同事都会召开
工作会议，复盘当日媒体餐厅的运行情
况。每天媒体人员用餐时，也是他们最忙
的时候。李子珩和同事不断穿梭在媒体
记者中间，逢人就问对菜品是否满意，有
没有什么意见建议。在发现收集解决问
题的过程当中，不断调整工作方案。

“我们收集到的就餐意见大概是 111
条。整个试运行期间，我们对菜品的规划
和就餐安排就进行了 8 轮次的调整。”李
子珩告诉记者。

同时，因为是主媒体餐厅，为了让世
界各地的媒体记者领略中国美食的魅力，
在菜品的设计上，李子珩也花了不少的心
思。“我们以川菜 24 味为特色，结合中华
的 24 节气规划了菜品的搭配，菜品每天
不重样，7天一循环。”

自主媒体中心开餐以来，他们收获了
世界各地记者的点赞。“菜品丰富，味道不
错，很有中国味！”外国的青年记者说道。

“很喜欢清炖的萝卜羊肉和咸烧白，特别
是成都官府红烧肉，很有四川特色。”央视
记者说道。据了解，大运会期间为了保障
主媒体餐厅的顺利运营，前端后端共计投
入人力 89 人，其中媒体餐厅现场有 45 人，
集配厨房以及后勤保障有44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受
访者供图

大运村里的“村医”

运动员的健康“守护者”

他们用心保障餐饮他们做好志愿服务 他们全力守护健康

记者日前走访了成都天府国际竞训
中心，听那里的一批青年党员分享“服务
大运，展示青年党员风采”故事。8 月 6
日，在川投国际网球中心，当天下午开始
的成都大运会网球男单决赛，受大雨影
响一度中断，雨水直到晚上 8 时许才结
束。比赛场区场地服务专员卿倩，雨一
停马上就和同伴们一起，第一时间清理
场地，当天下午 6 点刚擦干又下雨，7 点
雨停了又擦一遍。最后，基本干爽的场
地保证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一套“快速擦
干术”也让运动员和教练员啧啧称奇。
卿倩是成都天府国际竞训中心教务科的
一名语文教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能为
大运会服好务，感觉很有价值感。”

臧鑫也是一名青年党员，成都天府
国际竞训中心学生科班主任，这次在成
都大学田径训练场馆中心做服务主管。
大运会开始后，他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就
到岗，为前来训练的各支田径队服务，

“有一天下雨，有运动员要来训练，每趟
车我都去接，从下客点到场馆有 300 米
的距离，那一天我接了20多趟车，步数超
过了4万步。”臧鑫告诉记者。

仲雷是成都天府国际竞训中心的一
名军转干事。他在成都大运会赛事侧服
务保障工作中，参与田径、网球竞赛器材
的仓管、转运工作。“定期盘点，通宵转运，
仓储至场馆中心交接清单等，要逐项验收
交接，确保大赛正常开展。”“作为一名青
年党员，在这次大运会中始终保持军人本
色，讲规矩，严执行，为大运会贡献力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

市民在开放后的赛道上跑步

舞蹈比赛现场

大运会期间，各地记者用餐现场

志愿者正在擦干比赛场地 受访者供图

大运村内医疗服务点

▼ ▼

大运村是大运会期间参赛
代表团成员在成都的“家”，承
担着重要的服务保障功能，大
运村医疗中心则是为他们在集
中工作和生活半径内提供最快
就医便利的地方。当运动健儿
在赛场上竞技、拼搏的时候，他
们的背后，大运村医疗中心的
175 名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
成为每一位运动员与工作人员
的健康“守护者”。

已经接诊100多人
耳鼻喉科门诊医生兰德，

来自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被抽
调至大运村医疗中心承担医疗
保障工作。“每天门诊的时间是
早上 8 点到晚上 11 点，工作时
间 15 个小时。”兰德告诉记者，
跟普通门诊不同，大运会期间，
有些比赛是在晚上进行，运动
员和代表团成员回到大运村时
就比较晚了，考虑到他们可能
有非急诊的就医需求，因此门
诊开放时间延长到了晚上。

从7月10日进村到大运会
结束，兰德一直驻扎在大运村
里。“门诊一个专科配备一名医
生，主要是为了保证医疗的连
续性。”兰德粗略估算了一下，
从 7 月 22 日大运村开村到 8 月
5日，已经接诊了100多人。

满足运动员个性化需求
对兰德来说，在大运村当

“村医”，跟平时工作还是有些
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运动
员更多会考虑参赛的问题，经
常会提出‘明天我还能参加比
赛吗’‘会不会影响比赛’‘我希
望能继续参赛’这类的问题和
诉求。”兰德说，这也要求他在
正常治疗的同时，还要尽可能
满足运动员的参赛需求，“一般
来说，我们会跟对方的队医一
起，制订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每天给来自不同国家的
人看病，兰德感到既新鲜也比
较有挑战。“抽调到医疗中心
的都是各个医院的业务骨干，
英语水平都比较高。跟来自
英语国家的患者沟通基本没
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来自
非英语国家。”兰德说，这种时
候，就要借助志愿者或翻译机
的帮忙了。

据了解，大运会结束后，医
疗中心也不会“闲置”，将同时
作为成都大学校医院和成大附
院十陵院区继续使用，为成都
大学师生员工及周边百姓持续
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曹宇阳 摄影 刘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