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安湖畔，烟火璀璨；凤凰山下，音韵悠扬；
大运场馆，精彩无限。

7月28日—8月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在成都成功举办。12 天的时间里，全
球目光聚焦成都，因大运会的精心举办、精致服
务、完美表现，世界更加了解成都，也更加了解
中国。成都通过大运会向世界讲述了新时代中
国奋发有为的故事，展现了“和合共生、美美与
共”的文明盛景。

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和秘书长
艾瑞克·森超高度评价成都大运会。他们认为，
成都举办了一届精彩、完美的大运会，成都大运
会将是未来大运会的模板和示范，“这个范例将

告诉接下来要举办大运会的国家到底如何非常
高质量地主办一次大运会。”雷诺·艾德说：“成
都大运会很完美，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在成
都举办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是大运
会之幸，也是国际大体联之幸。全球运动员、青
年先锋在这里深入交流、不断分享，让世界更加
美好。”

艾瑞克·森超说：“通过举办大运会，成都世
界知名度不断提升，中国形象更加彰显。参赛
代表团工作人员、运动员走出赛场，走出大运
村，走上街头，对中国及成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天府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在海外得到
更广泛的传播。”

成都大运会是中国体育青春力量的一次集
中展现。8月8日，成都大运会比赛收官。中国
队以 178 枚奖牌位列奖牌榜榜首。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代表团单届大运会金牌数突破 100 枚

（达到 103 枚），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大运会
的新高。其中，成都运动员取得 9 金 2 银，为中
国代表团再创辉煌作出了贡献。

“拥有 2300 多年建城史的成都因海纳百
川、兼容并蓄而始终保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
的重要论述饱含着对成都的期许，激励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发挥大运会综合效应，加快建
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更高起点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成都篇章。

办好一个会 谋好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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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成都体育在 2022 年产业总规模
迈上千亿台阶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建圈强链、
深化体育消费试点、规范优化市场环境，取得
可喜的成效。全年签约重大体育项目 30 个、
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预估突破 1150 亿元、全
市体育消费总规模预计将突破 600 亿元，体育
产业城市发展新动能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

编制并发布全国超大城市首个户外运动
规划《成都市户外休闲运动总体规划》，明确户
外运动产业布局与重点；印发实施《2023 年成
都市体育产业建圈强链工作要点》，绘制体育
产业发展路径图和健身休闲产业图谱、竞赛表
演产业图谱；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部
署，牵头制定《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推进体
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成渝两地
体育深化合作交流。

落地投产天府国际赛道、阿迪达斯体育公
园等载体项目，加快推进武侯国际体育公园城
等重大体育产业项目建设；组织体育产业功能
区及承载区（市）县举办专题招商推介活动 11
场，对接拜访重点体育企业超 200 家，签约亚
洲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运营总部等重大体
育产业项目 30 个。2023 年成都培育体育产业
链链主企业 4 家，遴选出体育产业领军人才 7
名，培育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2 家、市级体

育产业示范单位 5 家、体育产业链瞪羚企业 3
家，智能健身魔镜赛道企业拟合未来入选

《2023全球独角兽榜》。
规范用好体育产业专项资金，全年 66 个

体育产业项目获得超 3200 万元专项资金支
持；持续培育体育资源交易平台“体淘荟”，持
续发布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机会清单，挂牌项目
累计成交 41 宗，成交金额约 8.6 亿元；引进
2024 第 41 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携手
央视网举办第二届中国（成都）生活体育大会，
发布中国城市生活体育指数城市榜单和“美好
生活运动榜样”人物榜单；加强产业供需对接，
体育会客厅全年开展“蓉欧产业对话”，全年新
增培育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7 个、省级体育
产业示范基地 7 家、川渝体育精品项目 11 个、
省级首批户外运动产业试点县2个。

以大运会举办为契机，开展“新十二月市·
户外运动季”“爱成都·迎大运”“万千商家齐参
与”等主题活动；会同市商务局开展2023“喜迎
大运·营城惠民”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全市累计发
放各级各类体育消费券超2000万元，成都体育
消费新场景建设案例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
城市的创新实践》，成都作为全国7个典型城市
之一受邀参加全国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总结交流
会议。 市体育局供图

进击的世界赛事名城 四射的成都体育2023

依托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资源，2023 年
成都市体育局不断培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健身活动品牌。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委社治委
联合印发《遇见“最美的运动”——2023 年“爱
成都·迎大运，做文明市民”全民健身专项行动
方案》，聚焦“爱成都·迎大运”“迎大运·动起
来”“大运有我”主题，全年举办具有本土特色
品牌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6556场次；自9月至
年底，各大运会场馆共计将举办国际和全国性
赛事等竞赛表演活动 80 余场次、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 500 余场次、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 200
余场次，有效满足市民健身需求，在全社会形
成了良好的运动健身氛围。据统计，成都年均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5000 余场，全市体育人口
达970万，市民体质合格率94.61%，连续7年实
现提升，运动健身成为成都市民的重要生活方
式，市民健康幸福指数迈上新高度。2023 年，
在第二届中国（成都）生活体育大会上首次发
布的“中国城市生活体育指数榜单”中，成都排
名总榜单第一位。

与此同时，在大型体育场馆设施进入全
国一流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补短板行动计划，努力拓展市民运动健身

新空间，持续推动构建“市—区—街道（社
区）”三级和“赛事、竞训、健身”三类公共体育
基础设施体系，利用闲置空地、城市“金角银
边”等布局多样化、便民化运动空间，建设“社
区运动角”110 处，植入“绿道健身新空间”200
处。积极推广“互联网+”智慧体育系统，建
设示范引领、科学指导、服务市民的社区级智
能健身设施 106 个，全市体育场地设施累计
已达 6.41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55 平方
米、总体增幅居全国超大城市首位，为开展体
育活动提供形态丰富的载体空间，促进群众
健身举步可就。

大力实施大运惠民、场馆惠民等体育惠
民举措。编制发布《大运场馆“一场（馆）一
策”惠民开放清单》，创新开展“‘民’心闪耀·

‘惠’聚蓉光——大运场馆健身门票免费领”
活动，今年 3 月开始定期在成都市体育局官
方门户网站、公众号及天府市民云 APP 等多
个平台发放“大运场馆健身门票”10000 张；在
成都 100 个社区进行“爱成都·迎大运”“体育
之光”文化推广展示，发动更多市民走进大
运。着眼“后大运时代”广大市民的健身需
求，在中秋国庆期间，联动各区（市）县、体育
社会组织、天府绿道公司等共同组织开展“我
在成都·运动过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100 余
场次，发放“我在成都·运动过节”成都体育惠
民消费券 6000 张，开展集体验大运文化、参
与大运项目互动、科学健身指导等为一体的

“大运+”“体育+”系列活动，感受大运场馆的
独特魅力。2023 年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开放接待 539 万人次。
推动市民健康关口前移，构建科学专业、

一流便捷的健康服务体系。深化体卫融合新
模式，优化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产品供给，向市
民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科学化的健身指导，
完善“成都体育锻炼适宜指数”发布机制，持
续开展“社区体育健身配送”“运动营养膳食
建议”“家庭健身教练进社区”等服务，惠及广
大市民。截至目前，国民体质监测人数 12.5
万人，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6494 名、“社区运
动健康师”1186 名，下沉社区开展科学健身指
导服务上千场次，促进“人人爱健身”向“人人
会健身”转变。

健身更火热 惠民同分享

寒冷的冬天阻挡不了成

都人的运动热情。在

体育场馆、绿道、公园、广

场、小区、社区运动角，爱运

动的成都人肆意挥洒着运

动热情，给冬日的城市增添

了更多热度。2023年是成

都大运会举办之年，也是世

界赛事名城建设的奋进之

年。秉承“办赛”“营城”“兴

业”“惠民”理念，以成都大

运会举办为引领，成都市全

年举办国际国内顶尖体育

赛事数十项。统筹赛事举

办过程中，关切市民健身需

求、提升市民身体健康，一

体推进体育赛事、体育设

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五轮驱动”高质量

发展，加快世界赛事名城建

设快速成型成势。

8 月 30 日，国际专业体育智库量子咨询与
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联合发布“全球体育之都
报告：奥林匹克生态系统”，成都位居全球第八，
是亚洲排名最高的非首都城市。

接续大运精彩，奋力加快“三城三都”、世界
赛事名城建设。大运会圆满落幕后，作为大运
会留给城市最显性的体育遗产，成都大运场馆
的知名度进一步彰显，各类体育赛事、文化展演
纷至沓来。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国际网
联青少年巡回赛年终总决赛、第六届中日韩围
棋青年大师赛、铁人三项世界杯、2023 国际篮

联 3×3 世界巡回赛、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
2023“一带一路”成都全球象棋双人赛⋯⋯

9月16日、17日，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
在成都大运会首金诞生地城北体育馆圆满举
行。两天时间里，来自全球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千名舞林高手在成都竞技角逐，给全球体育舞
蹈爱好者奉献了一场充满巴蜀韵味、中国特色的
世界级视觉盛宴；10月29日，2023成都马拉松盛
大举行。本届马拉松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加
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万名选手参赛，参赛运动员穿过大街小巷，遍览

城市美景；12月11日，首届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
界杯在四川省体育馆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9
战全胜夺冠。国际乒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佩
特拉·索林高度盛赞成都，“成都混合团体世界
杯开创了乒乓球的一个新纪元。”

2023 年成都体育的精彩还在继续。12 月
30 日，2023 年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总决赛将在
凤凰山开幕，来自全球的“王者”将汇聚蓉城巅
峰对决，随后“第五人格”秋季赛总决赛将在四
川省体育馆继续上演⋯⋯据统计，近五年成都
成功举办国际高级别体育赛事 120 项、全国性
赛事 150 余项，荣获多个国际体育组织授予的

“黄金主办城市”“卓越贡献城市”等荣誉，城市
国际影响力美誉度跃上新台阶。

后大运时代 成都更精彩

2023 年，中国体育大年。三项大型综合性
运动会陆续举办，分别是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
会和广西学青会，从赛会举办者到赛事参与者，
成都体育表现同样亮眼。

9 月 23 日—10 月 8 日，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
在杭州举行。成都 11 名运动员参赛，斩获 8 金
3 银 1 铜，为中国代表团 201 金 111 银 71 铜的历
史最佳战绩作出贡献。相比雅加达亚运会获
得的 2 金 2 铜，成都进步明显，世界赛事名城建
设育才效果凸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象棋特
级大师郑惟桐在男子象棋个人决赛中拿到的
金牌是中国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上拿到的第
200 枚金牌，刷新了亚运赛场的摘金纪录，意义
非凡。

11 月，全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
广西举行。成都代表团一共获得 21 金 19 银
21 铜，在参赛的 69 个城市代表团中位列金牌
榜第六、奖牌榜第六、总分榜第四，金牌数创
城市组团参加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新高，全面
完成了赛前制定的“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目

标 。 据 统 计 ，2023 年 ，
成 都 培 养 输 送 的 运 动
员 共 夺 得 世 界 冠 军 19
个、全国冠军 24 个。

系列成绩的获得充
分展现出成都在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和“三城三都”
世 界 赛 事 名 城 的 进 程
中强化体教融合，将青
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培
养与城市的时尚、国际，
以及运动发展的多元化
相互融合，走出了独具成都特色、多措并举的体
教融合发展之路。

2019 年，成都市体育局创新“四线并行”
（校园体育+运动学校+社会体育+职业体育）竞
技人才培养新体系，探索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新路径，通过体教融合、省市共建、高水平
人才引进等方式，为四川省以及国家队输送了

大量优秀运动员。截至目前，成都市共计有体
育特色传统学校 676 所，社会体育机构超过
1900 家，成都体育选材范围不断扩大、水平不
断提升、荣誉接踵而至。“成都成就梦想”正激励
成都运动员在青春的赛场策马扬鞭，为成都世
界赛事名城、四川体育强省、中国体育强国建设
奉献自己的力量。

育才出成效 成绩创新高

强产业能级 壮产业规模

活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