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 俭 办 赛 如 何 实 现
本报记者 王荆阳

节俭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之一。如何在保证各

类赛事有序筹办的前提下实现节俭办赛？“不该花的钱一

分不多，该花的钱一分不少，做到节俭的同时也要保质保

量。”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场馆建设部综合处处长

徐斌表示。

能改不建 能修不换

在此次亚运会 56 个竞赛场馆中，有 44 个是改建或临

建，仅有 12 个是新建场馆。目前，已有 51 个场馆制定了

下一步利用计划。杭州奥体中心国博壁球馆运行团队工

作人员张敏表示，节俭不意味着舍弃精彩、降低服务水

平，而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从一块地板到一把座椅，亚运会在筹办过程中事无

巨细地精打细算。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总建筑面

积为 1.4 万平方米，早在 2006 年就已投入使用。在改建

过程中，场馆对原有设备设施现场评估后认为，两套电

子显示屏设备和 5000 多个座椅可以保留。施工方在改

造时仔细拆卸、妥善保管，待亚运击剑比赛馆场地改造

完成后，设备和座椅将被安装回原位置继续使用。

不仅如此，这次改造还新增了弹性地板，并在灯光系

统等方面预设了两套系统，为赛后既能举办击剑赛事，

又能举办篮球等其他赛事提供保障。徐斌表示，“学

校不仅保质保量完成改造任务，还省下了 2000 多万

元改造经费”。

原有设施可以改造和再利用，不符合办赛标准

的材料怎么处理？在亚运会手球项目比赛场馆浙

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因赛事需要，场馆需拆除原

有地板。为避免浪费，校方对地板进行保护性拆

除，随后捐赠给有需要的山区学校。“能让原来的

木地板找到合适场地继续为师生服务，我们很高

兴。”浙江工商大学体育工作部副主任徐峰说。

杭州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承担着亚运会男足

和女足等多场比赛。据介绍，看台上的 1 万多张

座椅和顶部的太阳膜虽已使用 14 年，但经科学评

估检测显示状态依然良好，经洗护后继续保留，

节约资金近 800 万元。

事实上，此次亚运会不少场馆在施工过程中

便推进资源化利用和固废源头减量，利用

相 关 技 术 节 约 施 工 材 料 和 能

耗。通过优化建筑结构

设 计 ，亚 运 会 场

馆 最 大 限

度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许多场馆利用自然采光

节能，通过有机循环体系回收雨水和实现热能再利用。

“节俭不是粗制滥造，要追求品质和质量。我们按照高质

量要求建设精品场馆，花费了不少心思，从长远来看延长

了场馆的使用寿命。”徐斌说。

巧做减法 效果加分

有面子也要有里子。在谈及亚运会场馆内的器材设

施时，“能借不租、能租不买”在工作人员口中频频出现。

“一些赛后也要长期使用的器材需要购买，赛后不需要的

我们优先选择租赁方式。”徐斌表示。

坐落在钱塘江畔的滨江体育馆，被市民亲切地称为

“小白碗”。亚运会期间将产生羽毛球男女团体、男单、女

单、男双、女双和混双等项目的 7 枚金牌。“场馆中使用的

专用地胶、网柱和球网整套竞赛器材都是租赁的，赛后将

归还商家重复利用。”滨江体育馆竞赛器材主管蒋国灿算

了笔账，这种“能租不买”的改造思路，使得仅竞赛器材方

面就省下约 200 万元经费。未来，“小白碗”将更大程度

释放亚运会红利，赛事结束后，将在节假日等特定时段面

向市民免费开放。

在杭州淳安赛区的场地自行车馆，馆内椭圆形环绕

场地采用周长为 250 米、宽 8 米的斜坡式木赛道，面层由

374 片赤松板拼接而成。这不是永久装置，而是可拆卸

的。和场馆内 3040 个座椅一样，都采用了租赁方式。

据项目投资建设方透露，这种建馆方式能节约资金约

1600 万元。“器材租赁我们做到了 5 个‘严格’，即严格标

准、严格筛选、严格验收、严格管理和严格预案。这些

租 来 的 器 材 在 赛 前 也 进 行 了 多 次 实 战 演 练 。”徐 斌

表示。

游泳馆向来是体育馆中公认的耗水“大户”，杭州奥

体中心游泳馆蓄水量超 1 万吨。怎样在保证水质的前提

下变耗水为省水？靠的就是 24 小时水循环系统。

每天游泳池中的水会经过游泳池池壁的出水口进

行新一轮的循环处理，再通过回水管道重新进入游泳

池。另外，系统还会根据检测用精密计量泵自动添加

酸碱液和次氯酸钠溶液，在为水处理消毒提供有力保

障的同时，助力场馆节能增效。表面看是“不换水”，其

实是时时刻

刻补充新水。“游泳池约 2000 平方米，比照同等规格的

游泳馆，我们每年可节水约 9 万吨。”杭州市节水义务监

督员何星佑表示。

这种巧做“减法”的智慧为赛会加了分。位于绍兴市

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馆原来是一个篮球场馆，场

地大小和原有设施本身就符合亚运会排球比赛要求。因

此在改造过程中，结合场馆现状，遵循“建筑布局少改动、

建筑空间高利用、改造成本低”的原则，对符合亚运会排

球馆要求的设施予以保留。此外，符合要求的主场馆墙

面吸音板、扩音系统、升旗系统、夜景泛光照明等设施也

都应留尽留。

“能借不租、能租不买”已成为杭州亚运会场馆赛事使

用器材普遍遵循的原则。“小到咖啡机，大到 LED 屏幕，赛

事所需的不少物品都是借来的，赛后还回去。”杭州亚运会

宁波象山赛区赛事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和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吴丹君表示。

节俭智慧 细致入微

即便是小小的洗漱包、普通的晾衣架，也透露出杭州

亚运会的节俭智慧。记者在媒体村住宿房间发现，洗漱

包采用具有防水功能的环保面料，衣橱里的衣架由麦秸

秆制成。“这样的细节，是为了鼓励大家充分循环利用各

项生活物品。”工作人员表示，绿色节俭的理念已融入亚

运村建设的方方面面。

2023 年 2 月，《“无废亚运”提升行动方案》发布，节俭

办赛理念被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要求：亚运会期间办会物

资回收利用率不低于 50%；减少纸张浪费，推广使用可再

生纸张；推广“无瓶”行动，倡导自带水杯⋯⋯

节俭不仅体现在硬件上，也体现在工作人员的手

中。此前举办综合测试赛期间，临平体育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手中或者办公桌上都有一个小巧的便携水杯。

看似普通的小水杯，却也蕴含“小心思”。临平体育中

心场馆运行办公室主任徐静说，“我们统一把矿泉水瓶

装水换成水杯。工作人员可按需取水，这样不仅避免

水资源浪费，减少废弃空瓶回收，还可节约可观的人

力、财力”。

节俭不是东道主的“独舞”，杭州亚运会邀请八方来

客一起参与实践。在运动员入住的房间里，张贴着醒目

的二维码，用手机扫码即可进入“云上亚运村”，系统首页

设有“低碳账户”，上面显示着个人现有低碳积分

和碳减排量等信息。运动员在这里的每

一次低碳行为，比如光盘行动、购物

不要塑料袋等，都可以获得相

应积分，用以换取礼品。

“ 微 改 造 ”里 现 巧 思
本报记者 王荆阳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德清体育中

心，是杭州亚运会排球项目 4 个比赛场馆之

一。这座 2014 年建成启用的体育场馆呈正圆

形，配上裙楼，从空中俯瞰像一个“蜗牛壳”。

此次亚运会的竞赛场馆，大多是改建或临建

的，德清体育中心也是其中之一。“场馆改造工程

自2019年12月启动。这是我首次负责场馆改建

工作，特别是服务亚运会这样的国际性赛事，心里

既激动又忐忑。”德清县体育中心场馆改造工程运

维保障部副主任胡家俊说。

在被确定为亚运会排球项目场馆后，德清

体育中心就确立了“能改不建、能修不换”的改

建理念，在原有建筑主体不变的情况下，通过

使用功能的合理布局，尽可能减少原有建筑装

饰装修的改动。

为体现节俭办赛理念，胡家俊所带领的团

队在改建过程中没有对场馆“大动干戈”，而是

在“微改造”方面注入了巧思。“改建之前，我们

和亚组委、亚排联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沟通，并

拿出方案进行报备，确认符合办赛标准后才开

始施工。”记者了解到，德清体育中心在原有建

筑屋顶加装了隔热和防眩帘幕，除了在比赛时

减少对运动员的光线干扰外，还降低了场馆对

阳光热量的吸收，节省了能耗。此外，场馆大

部分功能用房用灯都采用了节能灯和灯膜。

这些设施和技术的应用都是胡家俊团队绞尽

脑汁“磨”出来的。

据了解，除了根据亚运会排球比赛的体育

工艺要求对场馆大屏、

音响、木地板进行更换

外，德清体育中心体育

馆绝大部分设施包括座

椅、暖通系统、消防系统

等均未更换，大大节省

了改造费用。

既要节俭又要保质保量、做到零失误，胡家

俊肩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一个消防喷淋出现

渗水，就有可能导致场馆中相关设备损坏，发生

自燃事故。”胡家俊说，团队对原设施进行了细

致入微的评估测试，多次进行实战演练、隐患排

查，预测各类突发情况并做好应对预案。

亚运会各项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体

育迷”胡家俊心中安全这根弦也绷到了最紧。

“我们每天早上 6 点到场馆，晚上 10 点半下班，

就 是 为 了 保 障 每 场 比 赛 都 能 圆 满 无 误 地 完

成。”胡家俊表示，此次场馆改建的经历也让他

收获满满，“杭州亚运会简约环保的办赛理念

已经深植于心，对团队而言是考验更是一个难

得的学习提升过程”。

打造绿色简约之美

杨啸林

筹办综合性体育盛会，投入一

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如

何理好这本“经济账”？本届亚运会

秉持节俭理念，在高度统筹资源、严格

控制成本的同时，以简约办赛倒逼发展

转型，最大程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激

发更多潜在生产力，打造出一场简约而不

简单的体育盛会。

节俭激发生产力，在于有效节约成本。从

成本端出发，减少投入、化繁为简是本届亚运

会主基调之一。在历届大型体育赛事中，场馆

建设、设施配备都是占大头的支出。本届亚运

会上，大多数竞赛场馆“能改不建”，需改造的

场馆也按“建筑布局少改动、建筑空间高利用”

的低成本原则进行；赛事设施器材“能借不租、

能租不买”，尽可能循环利用；亚运会期间办会

物资回收利用率不低于 50%，不使用一次性纸

杯，减少采购一次性签字笔⋯⋯节俭办赛理念

被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要求，纷纷落地。

节 俭 激 发 生 产 力 ，还 在 于 倒 逼 创 新 提

质。杭州积极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为亚运会

实践节俭理念开拓更广阔空间。光伏发电、

海上风电等绿色能源通过一根根电缆点亮亚

运会，收集自然光的导光管、不间断的水循环

利用系统等“黑科技”，助力赛事运行的各个

环节精打细算，在降低能耗、节约资源上下足

了功夫，在化繁为简的同时做到了简而有质。

节俭激发生产力，更在于对资源的高效、

多元及最大化利用。巧做“减法”也要用好“加

法”，以节俭目标推动转型发展，以有限投入

产出更多经济与社会效益。本届亚运会大

部分场馆在建设改造之初便已谋划好赛后

“出路”，目前已有 51个场馆确定了赛后利

用计划和继续运营单位。同时，各协办

城市还因地制宜，开展化“遗产”为资产

的探索，积极谋划产业对接，比如作为

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的举办地，宁波

正积极探索以帆船运动为支点，撬动海洋经济发展。用好

用活这些宝贵“遗产”，节俭办赛理念也将被一以贯之地

延伸至杭州亚运会后半篇文章。

节俭不仅是亚运会的办赛理念，更是一种生

活观念与发展理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城

市建设已从粗放型、外延式增长，步入内涵

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发展路径。简约而

不简单，也将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

展、城市更新建设的关键词。举办一

届简约的亚运会，既是时代所需，

也是民心所向。本届亚运会的

简约之美为可持续发展探索

了新路径，也将大道至简

的 智 慧 传 递 至 五 湖

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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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杭 州

亚运会亚运村媒体餐

厅，服务人员指引用餐者

将空饮料瓶投入回收机。

图② 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开幕

式改“实物烟花”为“数字烟花”，以此传递绿

色、节俭理念。

图③ 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采用 24 小时水循环系统，每

年可节水约 9 万吨。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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