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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 赛 事 成 就 一 流 城 市
本报记者 柳 文 李 景

杭州！2015 年 9 月 16 日，土库曼斯坦

首都阿什哈巴德。杭州获得第 19 届亚运

会举办权，成为继北京、广州后，我国第 3

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

不负厚望，杭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

好亚运会筹备工作。历时 8 年，2900 多个

日夜，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践行“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

杭州拉高标杆、对标一流，以美丽风貌和优

良环境迎接四海宾朋，向世界呈现出一场

“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

盛会。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杭州借助

亚运东风，推动城市综合能级晋档升级，向

着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阔步前进。

文旅“新天堂”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坐拥三大世

界文化遗产：以西湖美景举世闻名，以京杭

大运河贯通南北，以良渚古城遗址奠定文

明基石。它浓缩了诗意中国的东方意境，

也是宋韵文化的富矿宝库。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2020 年 4 月，杭

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组合亮相。“琮

琮”“莲莲”“宸宸”三个机器人造型的吉祥

物，分别代表良渚古城遗址、西湖和京杭大

运河。

“通过吉祥物设计，挖掘更多鲜明的杭

州标识，增加文化辨识度，建构起丰富的文

化叙事结构。”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杭州亚

运会吉祥物主要设计者张文说。

杭州的江南风韵和东方智慧，既刻画

在历史长卷上，呈现在亚运元素中，更浸润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前不久，杭州推出 50 个亚运人文体验

点，包括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清河坊历史

街区等，通过传统地标出圈赶“潮”、场景焕

新提振活力，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优

质的文旅产品，面向全球游客展示真实立

体的杭州韵味。

化赛事“流量”为文旅“留量”。杭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楼倻捷告诉记

者，借助亚运契机，杭州打响“人间天

堂·最忆杭州”文旅品牌，将历史文化之

美传递给游客，并寻找文旅产业和体育产

业的契合点，开发丰富多彩的文旅体融合

产 品 。 今 年 上 半 年 ， 杭 州 旅 游 人 次 达

5353.3 万，旅游收入 915 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分别增长 64.5%和 65.3%。

“通过优质产品和周到服务，树立优良

形 象 和 口 碑 ，加 快 助 推 旅 游 业 高 质 量 发

展。”杭州旅行社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锦荣

说，体育与文旅融合，带来庞大的住宿、餐

饮、交通等消费需求，带动一整条产业链

发展。

楼倻捷表示，杭州将抓住亚运会举办

窗口，进一步提升文旅国际化水平和城市

消费能级，向世界展示文旅行业发展成

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

美丽“新天堂”。

创新有活力

这几天，亚运赛事正酣。通过云计算

手段，世界各地的人们可借助元宇宙，在虚

拟世界里游览城市、参与热门赛事。

步入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亚运数

字科技体验中心，在屏幕上输入“杭州亚

运”“风景地标”等关键词，杭州“大莲花”场

馆、西湖、大运河等标志性景观便跃然屏

上。不仅如此，杭州亚运会还首次采用云

上转播，提供短视频、精彩集锦、赛事新闻

等视频内容。

阿里云国际业务部云转播负责人李盈

告诉记者，与传统卫星转播模式相比，云上

转播超越带宽和线下设备限制，能提供更

丰富的画面和内容。国际奥委会首席信息

科技官艾拉里奥·孔纳判断，此次云计算与

体育赛事的结合，为今后大型体育赛事提

供了示范样板，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本届亚运会上，场馆保障、赛事运行、

云上服务等各环节都能充分感受到智能的

力量。智能背后，是杭州雄厚的数字经济

家底和创新创业活力。2022 年，杭州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突破 5000 亿元，

占经济总量比重达 27%，与北京、上海、深

圳等同属全国第一方阵。

创新创业效益持续显现。“作为因热爱

艺术设计而聚在一起的年轻团队，我们被

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从海外留学归

来的戴宇政说，回国后，他创立了杭州左瓦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落户于上城区浙江元

宇宙产业基地，“这里有完整的政策配套，

还提供青年人才公寓、人才共有产权房等，

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在亚运红利带动下，落地人才创业企

业 400 余家，完成资助 4 亿余元，诞生 7 家

独角兽企业。”杭州市上城区委组织部、人

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高标准办赛和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

让杭州的发展更有后劲，梦想青年纷纷奔

赴这座“创新活力之城”。去年，杭州市常

住 人 口 达 1237.6 万 人 ，较 2015 年 增 长 了

27%。杭州敞开怀抱欢迎海内外各类人

才，多年来人才净流入率保持全国领先，持

续上榜“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

城市”。

绿色新风尚

秋日的杭州，绿意不减，处处见景。从

提出“绿色亚运”理念，到落实绿色行动，再

到全社会广泛参与，杭州城市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得益彰。

西湖、西溪，是杭州的“城市会客厅”。

亚运会筹办以来，杭州以一流标准保护西

湖和西溪湿地，以全新面貌向世人呈现两

张亮丽名片。

去年，西湖景区开展航道沿线环境提

升工程，在航道转角和桥洞两侧新添

桂花、碧桃等花卉，种植数百株乔

木 灌 木 ，营 造 四 时 皆 宜 的

美景。

“为了让西溪之水

长治久清，我们实施

了一系列科学治水

举 措 ，展 现 西 溪

湿地原生态的自

然 之 美 。”杭 州

西 湖 风 景 名 胜

区管理委员会

（杭 州 西 溪 国

家湿地公园管

理委员会）主任

孙国方透露，西

溪湿地的水质明

显 改 善 ，整 体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在 Ⅲ

类，湿地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

在 寸 土 寸 金 的 主 城 区 拥 有 这 片“ 绿

肾”，不仅涵养水文、调节气候，还带动周边

产业发展，呈现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文明

新形态。

“打造‘绿色亚运’是杭州‘生态文明之

都’的应有之义，‘亚运绿’带来的惊喜与改

变，既在赛场内，更在赛场之外。”杭州亚组

委执行秘书长、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说。

回收饮料瓶做成的双肩包、稻壳做成

的零碳飞盘、负碳材料制成的可回收沙发

凳⋯⋯在杭州一家亚运会特许商品零售

店，市民游客正在“零碳吉祥物”标牌前排

队选购。顾客每购买一个低碳吉祥物，即

可为减碳作贡献。低碳购物、绿色出行、

线上办事⋯⋯在杭州，绿色生活方式蔚然

成风。

浙 江 省 委 常 委 、杭 州 市 委 书 记 刘 捷

表示，秉持“绿色亚运”理念，锚定“生态

文明之都”定位，杭州久久为功、持续发

力，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奋 力 谱 写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新 篇 章 ，绘 就

美丽城市新画卷。

杭州正在奉献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亚运盛会，海内外为之

瞩目。从申办、筹办到举办，杭州始

终以一流状态、一流标准进行竞赛场

馆建设改造、竞赛组织运行和各项服

务保障，为亚运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浙江方案，赢得运动员和海内外

媒体高度称赞。高质量的办赛实践，

让亚运因杭州更精彩、杭州因亚运更

美好。

一场体育盛会能为一座城市带来

怎样的蝶变？不妨从历史中寻找答

案。1990 年的北京亚运会，《亚洲雄

风》响彻体育场上空，唱响了改革开放

的中国勇毅前行的高昂旋律，也为首

都北京的发展按下快进键；2010 年的

广州亚运会，“小蛮腰”出圈，珠江两岸

流光溢彩，羊城面貌焕然一新；2022

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带动了卡塔尔旅

游、金融、体育等多个产业加速崛起，

向全世界展示了经济实力和人文魅

力。赛事往往与城市共荣共生，可以

说，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给主办国特

别是主办城市留下了独特标识，带来

巨大机遇和发展红利。这其中，包括

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消费

拉动以及国际形象塑造等。

本届亚运会不仅为杭州吹来了短

期赛事经济“东风”，更带来了因城市

能级提升而经久不息的“长尾效应”。

杭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西湖、大

运河、良渚古城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

有“山水登临之美”，过去多被定义为

一座文化旅游城市，其他方面受关注

度相对较低。这些年，杭州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

展，亚运会的筹办，让“数字之城”“互联网之都”影响力不断提

升。亚运开幕式上，采用“数实融合”点燃主火炬，献上了亚运

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这既是“智能亚

运”理念的深入实践，更是杭州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结出的丰硕成果。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最终惠

及一方人。杭州把亚运会办成“亚

运惠”，持续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品质，给人民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福祉利益。去年，杭州亚

运场馆陆续向公众开放，开创了国

内综合性体育赛事场馆赛前向公

众开放的先例。亚运会筹办 8 年

来，杭州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现代

化城市天际线拔节生长，民生幸福

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营商环

境、文明风尚润物无声⋯⋯亚运

成果惠民以实、惠及长久。

一 流 赛 事 成 就 一 流 城 市 。

对 杭 州 来 说 ，办 好 亚 运 会 只 是

“上半场”，借赛事发展还有

“下半场”。以竞技促经济、

让流量变能量，相信杭州未

来精彩无限。

体育流量汇聚发展能量

柳

文

一座保存完好的马鞍形悬索屋盖

结构建筑，造型酷似“船体”。坐落于

杭州市拱墅区的杭州体育馆，承载着

几 代 杭 州 市 民 的 记 忆 。 乘 着 亚 运 东

风，这艘“老船”修旧如旧、迎来新生。

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期间，这里分

别举办拳击和硬地滚球比赛。

“在设计改造中保留原有主体，考

虑到屋顶的钢索结构，新增 10 多根承

重索，确保结构稳定。”浙江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亚运场馆设

计师林峰告诉记者，

杭州坚持“能改

不 建 ”的 节

俭理念，在满足亚运会赛事需要、兼顾

赛后利用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老场馆

的历史感，留住文化味。

据统计，杭州亚运会 56 个竞赛场

馆中，除 12 个新建场馆外，其他均为改

建或临建场馆，31 个训练场馆全部为

改造场馆。

靠近西湖景区的黄龙体育中心，

是一座橘红色斜拉索南北塔建筑，也

是杭州主城区的地标。杭州亚运会期

间，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承担了蹦床、

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足球、水球 5 项比

赛任务，共计产生 22 枚金牌。

改造后，老场馆变得更加“聪明”。

步入黄龙体育中心信息中心机房，一块

硕大的环屏上，整个场馆群映入眼帘，

能耗、人流量、车流量等数据一目了

然。“这样的环屏在全国开放式体育场

馆里属首例，可播放文字、动画，能极大

提升观众观赛体验。”黄龙体育中心工

作人员宋海强说。

亚运会带来体育热，为场馆赛后利

用带来了机遇。在改造之初，黄龙体育

中心就制定了完备的赛后利用方案，推

动亚运成果全民共享。此外，场馆还增

设儿童游乐区、彩虹环道等 2 万多平方

米的健身休闲空间，受到市民好评。

借力市场化运作，让公共体育场

馆活起来。浙江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赛后，亚运体育场馆坚持社会效

益优先原则，保持全民健身和体育赛

事基本功能不变，在此基础上不断拓

展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体育场馆服务

综合体。此外，引入社会力量运营，探

索建立灵活的管理机制，将场馆打造

成体育组织和体育赛事大本营。

老 场 馆 秀 出 新 风 貌
本报记者 柳 文

杭州市余杭区一处亚运景观杭州市余杭区一处亚运景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位于杭州市淳安县的亚位于杭州市淳安县的亚

运村分村运村分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图为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大莲花”。”。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杭州亚运会官网杭州亚运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