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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之际，成

都市投资促进局发布《2023 成都市运动场馆（公园）

投资合作机会清单》，释放 32 个重点运动场馆（公

园）项目合作机会。

本次发布的机会清单聚焦赛事活动举办、场馆

运营、体育产业孵化等维度，涵盖体育场馆和公园

场馆两类重点场景，囊括 32 个重点运动场馆（公

园）项目合作机会，着力释放成都大运会澎湃动能，

积极寻找一批优质城市合伙人，推动“赛事侧”与

“城市侧”互促共进、同步提升。

成都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布机会

清单的目的在于做好“后大运”文章，实现大运场馆

赛后可持续运营利用，推动大运场馆惠民开放、活

化利用、长远发展，实现“大运效应”最大化。

机会清单发布当天，京东方艺云数字文化产

业基地项目、万馆体育成都运营总部项目、罗曼临

水雅苑元宇宙主题公园项目等 13 个赛事文旅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42.7 亿元。这些项目的

建设，将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并推动

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商务会展等关联产业发展。

相关企业表示，成都大运会等赛事平台具有强大

的牵引带动作用，将带来新体育、新文旅、新消费

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十分看好成都建设世界赛事

名 城 、助 推 体 育 等 现 代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良 好

前景。

幸福宜居的生活空间、完善的人才政策体系、

充满活力的创新空间、前景广阔的赛事机遇，令成

都在吸引投资的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优质体育

产业人才，为体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

资源。前国家羽毛球队队员、羽毛球双打世界冠

军李俊慧表示，体育人才在成都有很好的发展机

遇，自己从国家队退役后，最终选择成都作

为工作生活的地方。

借助大运会契机，成都一直致力于文体旅产业

的发展，相关招商引资活动一个接一个。今年 3 月

27 日，成都市重大文旅项目集中签约暨开工活动举

行，现场 17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签约金额达 205 亿

元，32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金额 308 亿元。这

些重大项目，涵盖康养度假、山地运动等多个产业

领域。其中，成都云顶国际康旅谷项目计划投资 30

亿元，拟建设康养度假区、山地运动区，打造成都运

动康养度假目的地。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是大

运会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金牛区还承担着成

都大运会 4 个场馆、1 个文化体验点位的筹备任

务。针对大运场馆的合理利用与赛演经济的发展，

金牛区以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为抓手，紧密开展

文旅项目引育、特色场景营造、品牌节会举办、消费

业态植入等重要工作，通过顶级赛演活动赋能大运

场馆运营，持续释放赛演经济消费活力。为持续抢

抓“大运红利”、促进赛演消费，金牛区突出抓好“五

个高”，即举办一批高水平赛演活动、引进一批高能

级重点企业、评选一批高品质文旅产品、打造一批

高颜值消费场景、推广多条高聚能大运游线路，持

续推动文体旅经济效益创新转换，逐步提升文体

旅产业能级，加快构建国际知名的赛事旅游经济

生态圈。前期，金牛区已成功引入亚洲体育舞蹈

联合会、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

等落户。

2022 年，金牛区赛事文旅重点项目引进及市场

投资总量均排名全市第一。金牛区文体旅局党组

书记毛利文表示，金牛区将加快场馆商业体配套建

设和周边重点文旅项目聚焦聚拢，积极推动赛演综

合体建设投运，推进场馆与体育装备、餐饮、旅游等

多元业态和公共空间跨界融合，将“赛事节会流

量”转化为“产业经济增量”。

今年以来，受到大运会筹办的积极影响，成

都市文旅消费和文旅产业迎来新高峰。今年

“五一”假期，成都文旅消费“井喷式”增长，客

流量全面超过疫情前水平，为 5 年来最高。

全市共接待游客 193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5%，较 2019 年增长 23.1%，旅游总收入

150.6亿元，同比增长81.9%，较2019年增长

12%。据携程发布的全国假日出游数据

报告，成都位居“五一”假期全国热

门旅游目的地第三。投资也呈现

向好态势。据成都市投资促进

局介绍，1月份至 6月份，全市

共引进重大项目和高能级

项 目 223 个 ，总 投 资

3561.15 亿 元 ，其 中 总

投 资 30 亿 元 以 上 重

大项目 67 个，总投

资 29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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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举办重大体育赛

事，经济账都是各方关注的话

题。新建改建场馆需要投入多少

人力物力？票务、特许经营等收入能

不能支撑交通、住宿等服务成本？这不仅

关系到赛事期间的盈亏，还会对主办地的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看得见、看不见的账从申办之初一直

算到赛后复盘，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也不例外。在看得见的账本上，

主办方精打细算，争取把赛事办得简约而

不失精彩。一方面，把“节俭”作为贯穿始

终的办赛理念，能改不建、能修不换、能租

不买、能借不租，尽可能降低成本；另一方

面，开发“蓉宝”等 18 个大类千余款特许商

品、开设零售店（点）285 个，并通过销售门

票和发行大运彩票增加收入。

看不见的账本上，是大运会的带动效

应得到了充分发挥。成都加快体育产业招

商推介和市场开发，50 余场赛事宣传、品

牌推广及产业推介发布活动接连举办，《成

都大运会市场开发机会清单》《成都大运会

品牌合作机会清单》《成都大运会市场开发

（绿色低碳）赋能机会清单》持续更新，合作

项目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场、触达企业。一

批本土企业分享大运会场馆建设、通讯、餐

饮、交通等赛事机遇，成为大运会的“合伙

人”。不少外地企业也因大运会被吸引到

成都落户、加大投资，从“赛事合伙人”变成

“城市合伙人”，将在赛后长期为成都的发

展助力添彩。

对于参与其中的企业而言，不仅能分

享大到全球的市场机遇，还能借助这一世

界级竞赛的影响力推广企业形象，加速成

长为世界级品牌。

更为重要的是，大运会带来的“进账”，

早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当大运会的青春活

力席卷各行各业，当企业从大运会的热潮

中看到机遇、分享果实时，其发展信心得到

了有力提振，其中价值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大运会的举办及其带来的机遇，让企业感知到积极信号，看到良

好前景，有助于恢复发展信心、形成良好预期。今年上半年，成都经

营主体活力持续恢复，新登记经营主体 33.5 万户，净增涉税经营主体

增长 90.2%，部分重点领域投资力度加大，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投资增长 1.4 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39.8%，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5.8%。企业发展信心的提振对于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

具有关键作用。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成都积极申办大运会，并在因疫情延

期两年的情况下，始终坚守承诺，经过 1000 多个日夜的努力，呈现了

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展现城市的担当。大运会带来

的，不仅是热闹和喜悦、机会和动力，还有拼搏精神和乐观情绪，让市

场中的每一方感受到国家的力量和经济的韧性。

信心具有“乘数效应”，一经建立，就会产生放大效果。成都正在

筹备 2024 年汤尤杯、2025 年世界运动会，需要进一步保持、发挥各项

赛事拓展的新版图、激发的新动能，借赛事“东风”不断推动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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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会开幕式舞

台上，彝族女孩吉好有果

和伙伴们，伴随着国旗入

场 ，唱 响 了 她 喜 爱 的 歌

曲：“国旗国旗真美丽，金

星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

您⋯⋯”少年们清脆纯真的歌声在东安湖体育公

园上空久久回荡。

吉好有果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三河村。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曾是

全国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在三河村，彝族

群众曾世代居住在条件简陋的低矮土房中。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河村，和干部群众一起谋

划精准脱贫之策。当时，吉好有果给总书记唱起了

《国旗国旗真美丽》。5 年过去，三河村早已摆脱贫

困，吉好有果一家人早已从四面透风的土坯房搬

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去年，通过打工、养殖、种

植、开小店，七口之家收入超过 15 万元。生活更加

幸福了，歌声也更加甜美了。

从贫困户迈向小康生活的不止吉好有果一

家。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告诉记者，2013年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151户 789人，是典型的彝族聚居

深度贫困村。2020年10月三河村就实现了整村脱

贫。近年来，三河村发挥生态优势，打响乡村旅游

品牌，把村民旧居、新居和村史馆串联起来，建设彝

族文化非遗馆，围绕吃住行游购娱，配套建设民宿

酒店、商铺等经营设施，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推动了

乡村旅游发展。目前，三河村已成功入选四川省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获评四川省“金熊猫”奖先

进集体，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同时，村里依托独特自然条件，种植冬桃、川

牛膝等特色作物 4000 多亩，养殖西门塔尔牛，并

积极组织劳务输出。2022 年引导脱贫劳动力外出

务工 600 余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1600 余万元，户

均土地流转分红达 2000 余元。2022 年全村脱贫

户人均纯收入达到 15839 元，全村村民人均纯收

入则达到 19868 元，村集体收入 104.8 万元，昔日

“穷窝窝”已成为著名旅游打卡地，铺展开一幅农

民富、产业兴、乡村美的彝乡新画卷。

三河村的巨变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凉山全力巩固脱贫成果，兜住守牢

防返贫底线。当地把抓实产业作为增收的关键，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产业园区为支撑、以特色

发展为目标，加快建立具有凉山特色的“10+3”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累计建成省州县三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 210 个，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950 元、增长 6.8%，增速全省第二。

在土地贫瘠的凉山，务工就业是当地村民增

收的重要手段。凉山多维发力助力脱贫群众通

过务工增收，截至 6 月底，全州农村劳动力务工

就 业 102.89 万 人 。 其 中 脱 贫 人 口 务 工 就 业 达

28.96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 12%。为促进易地搬

迁群众增收，全州 31 个 800 人以上的安置点中，

已建产业园区的有 15 个，8.14 万易地扶贫搬迁劳

动力实现务工就业。今年全州还将投入 12.4 亿

元，实施年度后续就业扶持项目 214 个。

8 月 1 日，观众在

成都大运会女篮 1/4

决赛中为选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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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成

都电视塔。

廖铁军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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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运 会 开 幕 式 彩 排 结 束

后，演员和大凉山的孩子合影。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