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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办亚运会至今，杭州市高标准高质量提升

城市品质、城市治理、城市文明，向世界展现崭新

风貌。

如今的杭州，已经从一座古典秀美的历史文化

名都，成长为引领未来的活力创新之城：电商平台

交易量和第三方支付能力全国第一、数字安防产业

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多年保

持全国第一⋯⋯

文化生活丰富

本届亚运会遵循“杭州为主，全省共享”原

则，从基础设施改造、环境综合治理，到公共服务

提升、城市面貌改善，杭州和宁波、绍兴、温州、

湖州、金华 5 个协办城市同步推进。相继建成投用

多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百姓的文明生活增添了

生动注脚。

如今，杭州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新涂装“虹

韵紫”“湖山绿”的“亚运文明驿站”“亚运青年 V

站”矗立街头颇为亮眼；原来的核酸检测小屋换上

新衣，有的摆上了古色古香的凉茶缸，变身为微茶

楼，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小哥、过往市民

游客提供凉茶；有的放置了灭火器、灭火毯、防护

手套等专业装备，成为微型消防站；有的配备血氧

仪、血压仪等，方便市民进行健康自测、健康管

理。改造升级后的文明驿站，便捷了市民的日常生

活，也传递出一座城市的温度。

运动场馆建设与社区改造升级同步推进。截至

2022 年底，杭州市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1057 个，

惠及 41 万余户住户。今年列入“匠心提质绣杭城”

专项行动的 100 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已全面完成。

未来，杭州市将对尚未改造的 670 个城镇老旧小区

进行综合改造提升。

深度挖掘“亚运+文旅”潜力，进一步放大亚运

流量辐射效应，让群众生活更丰富多彩。为打造亚

运观赛旅游一站式目的地，杭州增设 4 条亚运观光

观赛公交专线，推出 100 个具有辨识度的亚运文旅

体 验 点 、 10 条 主 题 线 路 和 7 条 旅 游 线 路

产品。

交通枢纽设施更是便利

了 百 姓 的 文 明 生 活 。

“亚运号”地铁的透明车窗成了高科技“魔镜”，能

够便捷查看地铁线路图；多个智慧公交站台有了恒

温候车室，乘客不必再担心酷暑和严寒。

文体设施惠民

周末的拱墅运河体育公园热闹非凡，有人在跑

道上挥汗，有人在广场上起舞⋯⋯去年 7 月，拱墅

运河体育公园对体育场馆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在办

好各项赛事的同时，每周一对市民团体开放 4 场参

观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市民 1 万余人次。场

馆西侧的全民健身中心，作为亚运会训练热身场地

与场馆运行办公区域，自今年 7 月底开放乒乓球、

羽毛球场地以来，累计惠民超 15 万人次。

盘活利用大量场馆，让场馆不只为赛、不止于

赛。去年，全面竣工并通过赛事功能验收的 56 个竞

赛场馆、31 个训练场馆按照全民健身、专业主导、

学校开放、市场运营等模式陆续向公众开放，开创

了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场馆赛前向社会开放的先

例。在“浙里健身”应用平台，公共体育场馆 100%

纳入“全民健身地图”，场馆空置率大幅降低。根据

规划，2022 年至 2024 年杭州将在新增体育场地中安

排 16%以上的面积用于建设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

以筹办亚运会为契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在浙江多地开花结果。大型运动场

馆在拔地而起的同时，小型运动场地不断涌现，全

民健身资源布局进一步优化。城市闲置空间变成群

众日常参与锻炼的“金角银边”，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辐射效应持续释放。

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8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 43.4％，

国民体质合格率达 94.2％，这些数字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较 5 年前有较大提高。“杭州亚运会对浙江

全民健身的场地设施建设、群众健身参与、体育文

化氛围营造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浙

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李启迪说。

文明新风遍吹

亚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经济交流

合作的平台。交通、餐饮、住宿、旅游⋯⋯赛事带

动的产业链条上，每一环都蕴藏巨大价值。办好亚

运会是比赛上半场，利用好亚运会红利构建美好生

活是比赛下半场。

浙江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实践拓展产业链，

带动百姓增收、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宁波以帆船运

动为支点，撬动海洋经济发展，带动当地群众致富；

温州把城市闲置的边角地块改造成健身乐园，为周边

居民造福。

不只是杭州和 5 座协办城市，“城市品质、城市

治理、城市文明”三大提升行动同时在浙江省全面

展开，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到社区单元的

环境扮靓，城市门户区、主干道路全面优化，街景

立面、背街小巷全面提质。一处处体现亚运文化、

地域特色、前沿科技、亚洲视野等元素的精彩城市

地标性景观成为热门打卡地。在宁波，整体谋划、

一体推进的城市文明提升行动，展现了城市文明、

乡风文明、赛会文明新风貌；在绍兴，奥体中心体

育馆的改造升级注重人文关怀，残障人士可通过辅

助器械顺利到达无障碍座席⋯⋯

志愿服务更是杭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今，

“人人都是东道主、我为亚运添光彩”的共识已深入

人心。从“小青荷”到“武林大妈”，志愿者的微笑

和热情展现着亚运阳光、开放的蓬勃气息。截至目

前，“杭州市文明帮帮码”志愿服务数字平台已累计

注册亚运城市志愿者 148 万余人，文明风尚成为处处

可见的城市新风景，成为浙江闪闪发光的“金名片”。

来自浙江外国语学院的亚运会志愿者张畅说：“作为

志愿者，我们是展示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能为杭

州亚运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感到非常荣幸。”

杭州市富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鹏表示，

亚运会后，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亚运遗产将会

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文明生活、扮

靓家园的理念也会因亚运熏

陶更加深入人心。

马 上 就 70 岁 的 汪

红 武 是 杭 州 志 愿 团 队

“ 武 林 大 妈 ”中 的 一

员 。 这 个 志 愿 团 队 诞

生 于 2016 年 G20 杭 州

峰会期间，如今已是一

支由 5.3 万余名志愿者

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

“为迎接亚运会，我们在今年进行了改造

升级，成立‘武林大妈’亚运文明驿站，打造一

个集旅游咨询、亚运宣传、城市活动、便民服务

于一体的常态化亚运城市志愿服务阵地。”汪

红武说。

说起筹备亚运会 8 年来杭州的变化，她颇

为感慨：“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景观得到了很

大改善，街道变得非常整洁，在日常的巡街工

作中也能深刻感受到市民越来越讲文明、守

礼仪。”

8 年来，杭州快速路总里程突破 480 公里，

“两环八横五纵八连”的城市布局加速形成，中

心城区路网密度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排名第

一位；杭州地铁实现了从 0 到 516 公里的全线

网贯通，市民日常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城中

村”改头换面成“城中景”，“老破小”修缮一新，

累计开展 300 个未来社区创建；杭州全市园林

绿化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推窗即见绿、开门

就入园”的美丽生活一步步成为现实⋯⋯无论

是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城市风貌加速改善，还

是城市文明内涵越发丰富，都在不断刷新当地

群众的幸福指数。

如今，体育文化融入杭州市民日常生活，

更多人享受亚运成果、参与体育运动。“城市各

处都有运动场馆和设施。”汪红武告诉记者，开

赛前，所有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便陆续向社会

开放，伴随“还馆于民”，将有更多人享受到亚

运红利；以亚运会为契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也在这里开花结果，一批运

动场地融入市民生活圈，使城市空间的“边角

料”成为全民健身的“金角银边”。

数据显示，针对城市空置土地、废弃厂房、

高架桥下等空间，2022 年杭州新建成以“三大

球”“三小球”和门球为重点的嵌入式体育场地

设施 2243 片，共 78.9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提升到 2.74 平方米。

长年从事志愿者活动的张能庆，此次成为

本届亚运会第 26 棒火炬手。“这是我们志愿者

的高光时刻，也是对志愿者工作的鼓舞和肯

定，我们有信心将志愿服务越做越好。”张能

庆说。

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从诗画江南到

人文亚运⋯⋯融科技之力与艺术之美，杭州

第 19 届亚运会开幕式绘就了饱含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意韵的动人画卷，不仅彰显了文化

自信，更激励人们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

特精神标识。

亚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作为本届亚运会的

主办地，杭州的 4 个文化标识广为人知：万

年上山文化，五千年良渚文明，千年宋韵文

化，百年红船精神。这些标识体现出浙江的

文脉之悠长、文明之璀璨、文化之厚重。从

一开始筹备本届亚运会，浙江就致力于举办

一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体育

盛会，进一步擦亮文明底色、提升浙江的文

化软实力。

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体现了城市以人为

本的情怀。高质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和未来

社区创建，让人居环境“靓”起来；500 辆无障

碍出租车，让通行“有爱无碍”；高标准开展农

村污水治理、美丽城镇建设、城乡风貌提升，

让村容村貌“美”起来⋯⋯从基础设施改造、

环境综合治理，到公共服务提升、城市面貌改

善，杭州和 5 个协办城市同步推进，每一项举

措都围绕人进行，不仅仅是办好一届盛会，更

是提升一座城、惠及一方人。城市美了，生活

好了，幸福感更强了。

每个人都是“亚运形象大使”，共同塑造

一个地方的时代精神风貌。体育盛会不仅

是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是广大群众的文明

赛。开展文明习惯养成、文明礼仪培训、文

明观赛倡议、文明行为实践等主题活动，持

续营造全民参与亚运、服务亚运、奉献亚运

的浓厚氛围，“当好东道主，喜迎亚运会”这

句出现在各大城市街头巷尾的宣传语，早已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每个观众文明观赛，

每个市民努力当好城市代言人，以饱满

的热情、最佳的状态和文明的行动迎接

亚 运 盛 会 。“ 迎 亚 运 、讲 文 明 、树 新

风”，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正随着亚运活动，上升

到一个新高度。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亮丽名片、幸福底色，更是

一座城市内在的气质，赋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

量。充分总结提炼亚运会期间的成功做法和经

验，在城市品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服务

提升等方面不松劲，为城市未来发展探索更

好的“杭州范例”。浙江正以“赶考”姿态奋

力谱写共同富裕的精彩答卷，一幅彰显

人文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美的民

生新图景正在这片秀美大地上

绚烂展开。

图① 国家

电 网 浙 江 电 力（上

虞）工作人员在介绍亚运

会安全用电小知识。

严璐瑶摄（中经视觉）

图② 宁波市余姚河姆渡镇芦山寺村的

亚运主题彩色稻田画。胡学军摄（中经视觉）

图③ 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在演示八段锦。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