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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22 日，成都市城北体育馆
再次因舞蹈而流光溢彩，数千名体育舞蹈
爱好者踊跃买票观赛。自2010年创办，世
界体育舞蹈大赛已举办十二届，是成都市
创办时间最长、国际影响力较大的高级别
自主品牌国际赛事，已成为成都体育一张
靓丽的名片，推动成都体育舞蹈运动飞速
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据统计，目前
成都市体育舞蹈爱好者超 40 万人，年均
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 20 亿元，助推中国
体育舞蹈运动兴盛发展。

成都的更是世界的！世界体育舞蹈

大赛的举办不仅推动成都体育舞蹈运动
发展，同时也吸引世界、亚洲、中国三级体
育舞蹈联合会关注，他们携手成都，共创
世界体育舞蹈辉煌。世界体育舞蹈联合
会主席郑志华发来贺词：“我有幸见证了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从一个地区性赛事发
展成为吸引国际顶尖人才的国际知名赛
事，成都也迅速成为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
的体育舞蹈中心。”9月21日开幕式上，世
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主席尼纳德·杰夫迪
克现场致辞说：“全球最优秀的舞者云集
蓉城，第十二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必将成

为又一体育舞蹈盛会。”亚洲体育舞蹈联
合会主席、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会长尹国
臣说：“世界体育舞蹈大赛是在全球体育
舞蹈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高规格国际大
赛之一，极大推动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
体育舞蹈的进步和发展。如今中国体育
舞蹈的盛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都世界
体育舞蹈大赛带来的积极影响，成都不愧
为世界体育舞蹈名城。”本届大赛，中国选
手成绩耀眼，邱禹铭/胡婧怡组合包揽
2024年WDSF标准舞公开赛和亚洲体育
舞蹈锦标赛标准舞冠军，阎棒棒/杜玉君
组合获得2024年亚洲体育舞蹈锦标赛拉
丁舞冠军，创造了中国选手在世界体育舞
蹈大赛中的历史最佳成绩。

千人共舞万人欣赏 成都的更是世界的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坚持以文润赛。本
届大赛精选《麻辣烫》《山坡坡》《吹糖人》等
7 个表演节目，多艺术形式展现传播中华、天
府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大赛“七进”活动深
入欢乐谷、天府艺术公园、五块石街道文化
中心等点位，选手与市民互动，“翻阅”成都
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与体育舞蹈在热闹欢快
的氛围中相得益彰。德国选手爱丽莎·阿莱
格拉·吉利说，“每次来成都，我都会被这座
城市的幸福感所打动。成都以它独特的魅
力吸引所有来的人爱上这座城市。”据统计，
本届舞蹈大赛举办系列赛事活动 8 场，现场
参与人数超 10 万人次，关注人数达数千万，
大赛举办期间带动周边住宿、餐饮、旅游等
效益超过 1.2 亿元。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官
网、新华社国际版、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体育
报等 70 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深度参与赛事
宣传报道，赛事官方话题关注量超过 200 万
次，各类自媒体发布视频全网阅读量超过
2000 万，有力彰显了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成
果，把幸福成都的美丽和自信再次精彩呈现
在全球观众的眼前。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在城北体育馆连续
举办，助推金牛区体育强区建设。近年来，
金牛区抢抓大运会、世运会、世界体育舞蹈
大赛等重大赛事机遇，紧扣“赛半城”建设，
通过顶级赛事聚人气、全民健身惠民生、竞
技体育争荣誉、体育产业增活力，大力展现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成果。凤凰山的星辰大
海、城北体育馆的舞美翩翩是金牛区“赛半
城”建设成果的突出展现。未来，金牛区将
聚焦体育产业建圈强链、凝心聚力推动产业
能级迈上新台阶、招商引智实现新突破、体
育融合呈现新面貌。

文/胡锐凯 图据组委会

第十二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是首个被列
入成都世运会测试赛的国际赛事。2025 年成
都将举办第 12 届世界运动会，体育舞蹈是 35
个大项之一，囊括标准舞、拉丁舞和霹雳舞 3
项赛事。

为推进成都世运会成功举办，本届大赛对
标成都大运会，严格按照2025年世运会办赛标
准，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
办赛机制，成都世运会执委会各部门全流程参
与赛事举办。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组委会与
金牛区委、区政府及公安、交通、电力等有关部
门紧密配合、积极协作，5项核心赛事共73场比
赛全部符合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亚洲体育舞
蹈联合会办赛标准，竞赛组织、外事礼仪、体育
展示、食宿交通等工作“零失误”，赛事服务及社
会舆论“零投诉”，安全管理全面严格规范“零事
故”，为2025年世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
支撑。

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主席、成都世运会
体育舞蹈项目国际竞赛经理尼纳德·杰夫迪克
高度评价：“体育舞蹈大赛异彩纷呈，赛事举办
水平非常高，我对2025年成都世运会体育舞蹈
比赛充满期待。”

提升水平高标办赛

大赛预演 2025世运更精彩

擦亮城市体育名片

以文润赛 传播力不断提升

9月21日晚，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向
成都授予了亚洲“体育舞蹈卓越贡献城
市”称号，至此成都集齐世界、亚洲、中国
体育舞蹈联合会三级“荣誉”。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自创办以来，以
高水平办赛、高热度氛围、高人气竞演，
用舞蹈对话世界，为城市带来诸多荣誉，
先后被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授予“世界
体育舞蹈名城”“世界体育舞蹈卓越贡献
奖”，被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授予“体育
舞蹈名城”称号，显示了成都举办的世界
体育舞蹈大赛在中国、亚洲、世界三级联
合会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成 都 用 14 年 的 时 间 精 耕 赛 事 举
办，为中国、亚洲、世界体育舞蹈运动

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成都在世界
体育舞蹈界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与
德国斯图加特、奥地利维也纳齐名的
世界三大体育舞蹈城市。中国体育舞
蹈联合会会长尹国臣说：“成都是中国
体育舞蹈联合会确定的三个体育舞蹈
发展核心城市之一。”成都为中国体育
舞蹈运动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具体表现在三点：一、助推中国体
育舞蹈选手和体育舞蹈水平提升；二、
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总部落户成都，
成都在支持国际事务方面贡献巨大；
三、成都是第一个将中国体育舞蹈大
赛以跨年度晚会呈现的城市，国内其
他城市无法超越。

世界体育舞蹈名城当之无愧中国、亚洲、世界

盛唐长安，公孙大娘《剑器舞》

舞动四方；今朝蓉城，世界体育舞

蹈大赛再领风骚，“运动成都·世界

共舞”。9月21日、22日，第十二届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在成都市城北

体育馆精彩举办，这项成都自主IP

体育国际顶级赛事已是连续两年

在成都市中心城区举办。

两年时间，从接续大运精彩，

到热情拥抱世运。

秉承“办赛、营城、兴业、惠

民”理念，世界体育舞蹈大赛举办

坚持“引进来，传出去”，擦亮成都

体育名片，促进文体旅商深度融

合发展。两天时间，来自全球30

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舞林

高手汇聚蓉城翩翩起舞。第十二

届中国成都体育舞蹈国际公开

赛，2024年WDSF拉丁舞世界杯、

标准舞世界公开赛，2024年DSA

亚洲体育舞蹈锦标赛（标准舞/拉

丁舞）连轴举办，为广大体育舞蹈

爱好者奉献又一世界级舞蹈饕餮

盛宴，以舞为媒，璀璨中华、天府

优秀文化再次传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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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3万家

王凤朝在会上表示，成都深入推进
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打造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汽车、
大飞机制造等 30 条重点产业链，培育
形成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国家级产
业集群达 10 个，去年全市经济总量超
过2.2万亿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常
规最大力度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低空
经济、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6
月，“成都造”飞行汽车首飞成功；8月，
首批氢能洒水车投入使用。预计全年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
1000亿元。

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上，成都落地了西部地区首个国
家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
146 家，构建“科创通+科创岛”成果
转化服务体系，打造了 69 个中试平
台和概念验证中心，成都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超过 1.3 万家，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提升至第 23 位，过去 6 年提升
了 33 位。

众多企业落地，成都如何优化营商
环境？王凤朝介绍，成都常态化开展

“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工
作，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
近年来，成都全面拓展对外开放

通道，“朋友圈”不断扩大。记者在发
布会上获悉，成都国际友城和友好
合作关系城市达 113 个。“明年 8 月 7
日到 17 日，我们将举办第 12 届世界
运动会，这是非奥运会项目最高水
平 的 国 际 综 合 性 运 动 会 ，飞 盘、轮
滑 、攀 岩 等 254 个 竞 赛 项 目 多 样 有
趣，诚邀大家体验成都的城市激情。”
王凤朝说道。

“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公园草
坪上就‘长满了’成都人。”王凤朝说，
这得益于成都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我们
下大力气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打造了 1500 多座公园、8800 多公
里绿道，为市民提供更多亲近自然的
场所。”

在深入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中，老百姓读书、看病、居住、养老、出
行等急难愁盼问题正在被一一解决，
王凤朝用一组数据说明了“成都式幸
福”：“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
重常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成都汇
聚了约 200 家博物馆、4000 家书店、
8000家咖啡馆、1万家茶馆、2万家火锅
店、30万家餐馆，平均每个月都有10场
以上的大型演唱会。”

“高效有序的‘快节奏’和巴适安逸
的‘慢生活’相得益彰，接下来，成都将
奋力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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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国家和全省大局贡献更多成都
力量。”王凤朝说道。

推动人工智能等三大产业发展

“近年来，成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氢能、低空经济三大产业发展，已经开
始破题。”赵春淦介绍，成都将争当国家
人工智能、氢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先
锋队，积极推动三大产业从蓄势“起飞”
迈向加速“腾飞”。

在人工智能方面，赵春淦介绍，成
都将瞄准打造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高地，实施“六大行动”，即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算力支撑能力攻坚、数据供给
质量提升、集群发展能级跃升、场景融
合应用培育、高端产业要素倍增，今年
再造一个千亿产业，到2026年，产业规
模 达 到 1700 亿 元 ，算 力 规 模 达 到
30000P，产业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第一
方阵。

谈及人工智能产业未来发展，丁小
斌说，“成都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创新
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攻关、支持垂直大
模型研发、培育企业创新主体等方向，
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持续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

在氢能方面，成都将聚焦建设“绿
氢之都”，坚持“绿氢带动、降本促用、安
全强基、产业集聚”的思路，开展“六大
工程”，即绿氢示范带动、关键技术突
破、产业集链成群、场景应用拓展、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持续提升全
产业链竞争力，到 2026 年产业规模达
到260亿元，进入全国前五。

在低空经济方面，成都将锚定打
造西部低空经济中心，加快建设富有

成都特色和优势的低空经济生态体
系，强化空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市场主体引育力度、积极拓展创新
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低空领域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到2026年产业规模达
到 700 亿元以上，创响“工业无人机第
一城”产业地标。

平均每天有2家外企来蓉投资

截至目前，31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落户成都，平均每天有2家外资企业来
蓉投资；16家外资银行、30家外资保险
机构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成都正
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王锋君介绍，成
都在国家对外开放全局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在构建立体多元开放通道枢纽方
面，成都推动成兰铁路建成投运，加快
推进成渝中线铁路、川藏铁路引入成都
枢纽天府至朝阳湖、成达万高铁等项目
建设。成都国际班列累计开行近 3 万
列，辐射境外 113 个城市、境内联通超
30 个城市，最短 10 天货物可到达欧洲
腹地、3天到达东南亚地区。

在航空方面，成都建成双流国际
机场、天府国际机场两个等级最高、
可以起降各种大型飞机的 4F 级国际
机场，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客货运航
线 72 条，构建起辐射亚洲、连接欧美、
通达大洋洲及非洲的国际（地区）航
线网络。

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和载体方
面，王锋君介绍，全市已形成 2 个自贸

试验片区、3个综合保税区、7个国别园
区的“2+3+7”开放平台体系，国家级创
新平台增至146家。

王锋君介绍，成都已与五大洲113
个国外城市缔结为友好合作城市。今
年上半年，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扩容
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自成
都国际航空口岸入境外国人23万余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3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进一步深化
对外开放，更加注重统筹好‘硬设施’和

‘软建设’，在推动‘通道—枢纽—平台’
一体规划布局、促进‘物流—贸易—产
业’协同联动发展上下功夫，不断增强
内畅外联的枢纽通达能力、双向配置的
枢纽运筹能力、接轨国际的枢纽服务能
力，推动成都在国家对外开放全局中发
挥更大作用。”王锋君说。

不断推进科技成果中试熟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的关键环节。在优化成果转化服务
生态上，丁小斌表示，成都正下大力气
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堵
点、痛点，促进产学研用融合，让更多科
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坚持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技创
新的“一号工程”，制定出台“成果转化
28条”，建立高校、院所、企业、政府、中
介机构多方参与的成果转化联席会议
制度，规划建设成都科创生态岛，打造
综合性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区，上线“科
创通”服务云平台，提供科技政务、知识
产权、科技金融、技术转移、科创综合、

路演培训六大类服务，累计服务科技企
业超过20万次。

着力强化高能级平台赋能，加快建
设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国家超
高清视频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建
成投用西部地区首个国家超算中心，大
力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向社会、企业开放共享。

“科技成果大部分集聚在高校院
所，打通校院地协同非常重要。”丁小斌
介绍，成都持续加强校院地协同转化。
按照“一校（院）一行动”原则与清华、北
大等22家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成都率先推动职务科技成
果“先确权、后转化”改革，西南交通大
学等36家在蓉高校院所累计完成确权
2084 项，孵化企业 558 家，带动社会投
资近210亿元。

此外，作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成都不断推进
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加快建设西部中
试中心，采取“链主自建+共享开放”

“企业主建+专业服务”“政府主建+机
构运营”“政府搭台+院所主建”四种模
式，备案建设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
69家，成立中试服务联盟，搭建中试服
务线上共享平台，制定161项中试服务
能力清单，助推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加快
发展。

打造高标准技术交易市场，加快建
设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天府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联合核动力院、中国科
学院微电子所等设立成果转化基金，
成立技术转移学院和技术转移联盟，
组建 18 支驻校（院）技术经纪人队伍，
以专业化、市场化方式推动一批原创
成果“沿途下蛋”“沿途孵化”，2023年
全市技术交易金额突破 1600 亿元，同
比增长10.8%。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今年成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