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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9月23日秋分完美启幕，10月8日寒露圆满闭幕。

在一个美好的收获时节，杭州第19届亚运会成功

举办。

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举国关注，举世瞩目。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高度重视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筹办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风从东方来，潮起亚细亚。

神州大地，一场“心心相融，爱达未来”的亚运之约

精彩上演，书写了亚洲团结、命运与共的崭新篇章。

钱江潮涌，千万人同心协力，将一场“人文、绿色、

智能、简约、惠民”的体育盛会激情奉献。

世界，在16天的时光里留下了难忘的杭州记忆。

历史，必将铭记这一束怒放在钱塘江畔的亚运之光！

成功举办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

纷呈”的体育盛会

“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举办一届‘中国

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增进亚洲人民

团结和友谊，给全世界留下难忘的杭州记忆。”

在开幕前夕会见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时，国

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让人印象深刻。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2023年9月23日，钱塘江畔，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被全世界聚焦，人们

静静期待一次伟大的怒放。

“自申办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全力推进各项

筹办工作。”

9月23日中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欢

迎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中说道。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日，当杭州一举拿下第19届

亚运会的举办权，亚运会从此便打上了深深的“杭州印”。

8年间，杭州亚运会筹备工作有序展开：2016年4

月，杭州亚组委正式成立，设置“一办十九部门”组织架

构；2017年10月，杭州亚运会场馆及设施建设开工；

2022年3月，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56个竞赛场馆全部

竣工并完成赛事功能验收……

办赛理念体现发展理念。“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的办赛理念，始终贯穿于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全过程。

“这届赛事将为亚运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新标杆，

包括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政策等。”到访的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表示，在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中，中国正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非常值得称赞。

中国兑现承诺，彰显负责任大国的自信、担当。

———展现高水平竞技，亚洲健儿的光荣与梦想充

分绽放。

斩获6枚金牌的张雨霏与包揽男子蛙泳三项冠军

的覃海洋以超燃的表现双双当选本届亚运会最具价值

运动员……

累计15次打破世界纪录、37次打破亚洲纪录、170

次打破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取得今年以来世界最好

成绩……

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中，有41个在杭州亚运会奖

牌榜上有所斩获。这些高光时刻成为杭州亚运会的经

典回忆。

———激荡体育精神，彰显“永远向前”的亚奥理事

会格言。

虽然与奖牌失之交臂，48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女子

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却是全场瞩目的焦点，她用实

际行动表达了对运动的真挚热爱。

亚洲运动员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真谛。

———精益求精组织，高标准高质量、全链条全环节

成功办赛。

为保障运动员们发挥出最佳水平，无论是场馆建

设、交通运行，还是餐饮服务、医疗保障等，杭州亚运会

办赛各方精益求精，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从报名的31.7万人中层层筛选的3.76万名赛会志

愿者被亲切地称为“小青荷”，他们提供的高质量服务

成为杭州亚运会期间一道最美的风景，广受赞誉。

亚运盛会与社会力量“双向奔赴”。杭州亚运会共

征集118个类别的176家企业，赞助金额共计44.178亿

元，占到市场开发总收入的83.1%，赞助收入和赞助商

规模都为历届亚运会最高。

透过“亚运之窗”向世界多维度展示“中国

特色”

继1990年北京和2010年广州后，今年是亚运会第

三次在中国举办。

33年圣火绵延，见证着中国体育观的深刻变化和

体育价值的多元发掘，映射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

社会文明的进步。

透过亚运窗口，“中国特色”向亚洲乃至全世界充

分展示。

———氤氲人文之美。

高山流水的中华文化呈现时代表达：融合良渚玉琮

神韵、用灵动线条勾勒山水的亚运会奖牌“湖山”，融入青

花瓷等元素的中国代表团礼服，以花觚之形蕴含极简美

学的亚运会花器等，都透露出国风雅韵的匠心巧思。

国际奥委会委员、泰国奥委会副主席帕塔玛表示，

本届亚运会完美呈现中国的文化之美与特色，让各国

观众都能够领略到中国的文化底蕴。

———呈现绿色之新。

丝绸之路的“光”，点亮杭州亚运的“灯”———杭州

亚运会是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电供应的亚运会。

“杭州非常美丽，整座城市是绿色的！”参加第19届

亚运会的不丹代表团团长吉格梅·廷莱这样描述杭州。

见行见效，中国的新发展理念，透过亚运会向世界

有力呈现。

———应用智能之便。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首个元宇宙平台，为全球的用

户提供了虚拟+现实的元宇宙体验；首次探索使用5.5G

新技术，“大莲花”全场8万观众和媒体朋友体验到如行

云流水般的网速……

本届亚运会有多个首创的智能应用场景，充分展

现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积累。

“你只要走过安检闸口，屏幕上就会直接显示出你

的照片，根本不用扫描条形码或者其他标识。”亚奥理

事会代理总干事维诺德·帝瓦里表示，与历届亚运会相

比，杭州亚运会很可能是最智能的一届。

———践行简约之风。

坚持“能改不建”原则，56个竞赛场馆中的44个是

改建或者临建；51个竞赛场馆在建设、改造时就统筹考

虑赛后利用问题，明确利用计划、运营单位；

亚运会期间，杭州已与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国际皮

划艇联合会、国际曲棍球联合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持续

放大亚运综合效应，加快打造国际“赛”“会”之城……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王子纯

为规范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补齐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短板，近日，浙江省体育局、自然资源厅、住建厅、水利

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内容包含总体要求、适用范围、分级

配置和配置要求四部分，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

《指南》提出，公共体育设施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社

会力量举办，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体育

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中心等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浙

江省本级、设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公

共体育设施的配置适用本指南。

浙江省本级应配置大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主要包括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以及老年人体育活动中

心、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残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专属设施。设

区市级公共体育设施应配置大中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按

“5+X配置”，主要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公园，X为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残

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专属设施；县（市、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应

配置中小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以人口规模和山区26县分

类，按“4+X配置”，主要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

中心，X为体育公园、智慧健身步道以及其他专项场馆，县（市、

区）行政区域内可共享省、设区市本级公共体育场、体育馆、游

泳馆；乡镇（街道）级公共体育设施，按有室内和室外健身场地

设施配置（以下称“双有”），主要包括全民健身中心（文体中

心）、多功能运动场、笼式足球场、百姓健身房、健身步道、健身

公园等；行政村（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一般依托社区邻里中心

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按“双有”配置，主要包括村级全民健身

广场、多功能运动场、体育活动室（百姓健身房）、健身路径等。

《指南》从四个方面提出配置要求。一是拓宽建设空间，

鼓励和支持各地依法依规用好城市空闲土地和公益性建设

用地建设体育设施。配置的健身器材和设施应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不得破坏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打造运动场

景，鼓励配备夜间照明设备，实施体育设施“点亮工程”。二是

补齐建设短板，各地要结合编制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专项规

划，聚焦群众就近就便健身需要，补齐群众身边体育设施不

足短板。鼓励健身路径迭代升级，优先配置二代智慧健身路

径。主动融入美丽乡村和未来社区建设行动。新建（改建）居

住小区要按照国家规定配建社区健身设施。统筹谋划“一场

两馆”建设，增加应急避难（险）功能设置。三是倡导复合用

地，支持对健身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功能整合，盘

活城市空闲土地。在不改变、不影响建设用地主要用途的前

提下，鼓励复合利用土地建设体育设施，通过与具有相容性

用途土地产权人达成使用协议的方式促进体育设施项目落

地。在养老设施规划建设中，要安排充足的健身空间。四是

支持租赁供地，鼓励各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支

持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体育设施用地。

《指南》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增加公共体育

设施有效供给，补齐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设施短板，建成城市

社区“10分钟健身圈”，推动农村体育设施高质量覆盖，实现体

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区均衡、城乡均衡、各类人群均衡，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高水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体育强省、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陈思彤 林剑

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基础大

项上收获颇丰，田径项目独揽19金，游泳项目

拿到28金，水上项目收获29金，三个基础大项

的金牌数占到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总数的

37.81%。不过，由于部分项目在亚洲的整体水

平不高，“中考”夺冠参考价值不足，对标巴黎

奥运会，还需要更加努力。

田径：传统优势项目表现出色

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夺得19枚金牌，3

枚来自团队项目，分别是男、女4×100米接力

和混合35公里竞走团体。男子接力方面，在男

子100米跑出9.97秒好成绩的老将谢震业的

带领下，逐步完成了新老交替的中国男子4×

100接力队表现出较高水平，尤其最后一棒，

2002年出生的小将陈佳鹏，在接棒时落后日

本队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为中国队赢得了提

振士气的一枚金牌。女子接力方面，同样在赢

得女子100米冠军葛曼棋的带领下，全队拧成

一股绳，以较大优势夺得金牌。

女子投掷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本届亚

运会，女子铁饼、铅球、链球全都发挥出不错

水平，冯彬掷出的67.93米不但刷新了赛会纪

录，在国际上也具有竞争力，顺利夺冠的巩立

姣、王峥也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奥运冠军刘

诗颖表现不佳，未能登上标枪项目领奖台，吕

会会只为中国女子标枪赢得一枚铜牌。

短跑跳跃方面，除谢震业、葛曼棋的男女

百米冠军外，王嘉男、朱亚明、李玲在各自项目

上顺利夺冠，女子跳远赛场上的19岁姑娘熊诗

琪让人眼前一亮，在决赛中跳出了6.73米的个

人最好成绩，成功登顶。

公路赛上，张俊、杨家玉分获男、女20公

里竞走冠军，再加上混合35公里竞走团体金

牌，3枚竞走金牌全被中国田径队收入囊中。

马拉松比赛，25岁的何杰成为亚运会历史上

我国的第一个男子马拉松冠军，张德顺则为中国女子马拉松项目抢

到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的第一枚奖牌。

亚运会田径赛场，因部分高手缺席，很多项目竞争并不激烈。尽

管我们在一些项目上取得了突破，但较之世界一流水准还有一定差

距。中长跑除获得女子800米铜牌的王春雨，缺少具有亚洲竞争力、世

界竞争力的选手和表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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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指南》发布

精彩纷呈的亚洲盛会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全景纪实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精彩瞬间———烟雨江南西湖莲开。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新华社郑州10月11日电 10月11日，“友谊之

约”中俄民间体育艺术节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中

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夏宝龙同俄

方主席季托夫（线上）共同出席开幕式。双方表示，

要深入落实中俄元首共识，以体育为媒，促进两国

人民相知相亲。

本报讯 在“友谊之约”中俄民间体育艺术节

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周进强致辞。

周进强表示，中俄两国世代友好，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自两国元首共同启动2022—2023年中

俄体育交流年以来，中俄体育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深化，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本次艺术节选取广

受两国民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为中俄运动员

和青少年提供了沟通交流、互学互鉴的宝贵机

会，将进一步夯实中俄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为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

力。

（王子纯）

“友谊之约”中俄民间体育艺术节
在河南郑州举行

新华社首尔10月11日电

（记者周思雨 杨畅）2024年韩

国江原道冬青奥会倒计时100

天活动11日在首尔市中心举

行。活动由江原道、韩国文化

体育观光部、2024年江原道冬

青奥会组委会主办。活动现场

开展了火炬接力、庆祝表演等

活动。

从希腊采集的圣火于8日

抵达韩国，火炬接力11日在首

尔广场启动。火炬将经过釜山

市、世宗市、济州市等主要城

市，传递到平昌、江陵、旌善、横

城等江原道18个市郡。

首尔市长吴世勋表示，2024

年江原道冬青奥会将是冬青奥

会首次在亚洲、首次在韩国举

行。“我们与广大首尔市民一道，

祝愿冬青奥会成功举行”。

江原道第四届冬季青奥会

将于2024年1月19日至2月1日

举行，预计将有来自8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1900名运动员参

赛，展开7个大项、15个分项的

争夺。

2024年江原道冬青奥会

倒计时100天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