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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博

距离成都世界运动会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一场

以城市为舞台、市民为主角的“世运空间”打造系列

活动正在成都各社区空间陆续展开。

“世运空间”打造项目由成都世运会执委会城市

工作服务部会同四川省对外友协、成都市委社会工

作部、市体育局、团市委、市残联等单位共同推动，成

都文旅集团策划实施，聚焦“空间可达、内容可感、文

化共创”的三重目标，设置“城市微场景”“世运课程

活动”“世运·天府文化艺术展”三大核心板块，一直

持续到8月，在城市侧构建起多处可及、可见、可参与

的世运项目体验平台。

秉持“以赛促城、以城迎赛”的指导思想，成都市

各区（市）县高度重视本次“世运空间”打造，多个街

道与社区积极响应，主动参与，从场地协调到活动组

织，从宣传推广到群众动员，都展现出浓厚的迎世运

氛围。社区在此过程中不仅成为市民体验和了解世

运赛事的重要平台，更成为展现成都世运会口号“运

动无限 气象万千”的重要载体。“城市微场景”分布

于全市范围内重点社区、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

等，通过世运项目互动装置和世运文化符号，以“知

识角”“轻展厅”“微广场”三种形式构建触手可及的

城市“赛事感知网络”。这些空间不仅承载着世界运

动会的视觉符号，也承担着赛事知识普及、世运文化

传播、世运项目体验的场景功能。其中，锦江区R29

社区生活空间、高新区中和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已率

先亮相，场景融合了图文、装置、互动项目等内容，目

前已投入使用。

“世运课程活动”聚焦体育与文化融合，把赛事

推广转化为居民喜闻乐见的社区活动，把运动项目

科普转化为全民参与的零门槛体验课程。5月17日,

“世运课程活动”在新都区兴乐社区率先登场，市民

在现场体验飞盘与攀岩两项热门项目，并参与知识

打卡、互动游戏与世运文化体验。从5月到7月，陆续

推出11场主题课程活动，涵盖飞盘、自由搏击、体育

舞蹈、啦啦操、腰旗橄榄球、地掷球、台球、拔河、定

向、射箭等多个世运项目，通过沉浸式教学、趣味挑

战、文化互动等形式，吸引青年群体、亲子家庭、老年

群体、残障群体等多元群体参与。“世运·天府文化艺

术展”将联动成都在地艺术家、市民创作者、高校团

队等，围绕世运会历史、吉祥物原型“双宝”、非遗文

化，展开多元化共创，将世运主题创作、装置艺术、绘

画、书法、手工艺品纳入展览，结合城市节点与世运

场景布展，展现成都风貌。

此次“世运空间”打造系列活动的举办，不仅展

示出成都在城市文化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同时还

回应了城市与赛事的关系命题。“世运空间”打造，是

一次对办赛理念的探索，更是一次对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的再塑造。它所串联的不只是场地和活动，更将

提供一种市民可感知、可参与的共创路径；它激活的

不只是社区与街区，更是一座城市对世界的回应。通

过这次活动，成都展示了一座主办城市的开放姿态，

同时也展示了成都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温度。

陈 敏

“曾昭然打疯了！”在2025年国际剑联花剑大奖赛上海

站男子组正赛中，前一日预赛中6战全胜的中国小将曾昭然

一路闯关，连胜巴黎奥运会团体亚军成员及冠军队成员，挺

进八强的表现，令中国队队员和教练们为之赞叹。

5月18日，比赛在上海松江鸣金收兵。作为东道主，中国

队本站派出男女各20名选手满额参赛，共有曾昭然等8位男

选手和陈情缘等9位女选手跻身正赛。其中，曾昭然和19岁

的郭一凡止步男子八强，为中国队本次比赛中的最好成绩。

男子冠军被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摘得，女子冠军是来自意

大利、现世界排名第二的玛蒂娜·法瓦雷托。

“不论输赢，关键是把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打出来。”在高

手云集的赛场上，20岁、现世界排名第116位的曾昭然这么

想，也这么做到了。此前从未在大赛中打进32强的他，在64

强对阵中艰难战胜队友蔡锦潘后，终于跨过了这道坎。“以

往在面对这些强手时，多少有些慌，不够自信，有些时候机

会来了也把握不住。”此番，没有了包袱的曾昭然，打一场，

进一步。在32强比赛中，面对巴黎奥运会团体亚军成员、现

世界排名第7的意大利选手纪尧姆·比安基，他以15比9获

胜。在16强比赛中，对阵巴黎奥运会男团冠军队成员、现世

界排名第9的日本小将饭村一辉，他从3比8落后，逆转至13

比10，最终以15比11拿下比赛，成为第一个挺进八强的中国

队选手。

战胜饭村一辉，对曾昭然来说是此次大赛中最值得记

住的一场胜利。“我俩是老熟人了，从世界青年锦标赛开始

一起打上来的。”曾昭然说，同为速度型选手，“他就比我大

一岁，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成绩还是没他好？说明

我其他方面还是比他薄弱。”通过此役，曾昭然收获了信心：

“今天我在进攻节奏、铺垫等方面做到位了，因此能把自身

的能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在八强对阵中，曾昭然遇到最终夺得上海站冠军的蔡

俊彦。同样一路杀进八强的郭一凡则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

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虽然最终止步八强，但郭一凡并不遗

憾：“我现在最差的方面就是比赛经验，需要提高临场应变

能力。这次比赛我觉得自己超水平发挥，能和这么多高手交

手，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实战学习机会。”

（上海5月18日电）

本报讯 2025年国际冬季运动

博览会（以下简称“冬博会”）发布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据悉，本届冬博会

将于10月在北京石景山区举行，届

时将举办高端学术对话、展览展示、

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冰雪嘉年华等

一系列活动。

会上介绍，在国际化方面，冬博

会将邀请奥地利、日本、德国等十大

冰雪强国深度参与，汇聚全球顶尖

企业与品牌，预计将吸引众多产业

机构及头部企业参展，国际化率占

比超过60%。

在产业化方面，冬博会将继续

通过“以会兴产”的方式，提供“一站

式”冰雪解决方案。其中，论坛会议

将围绕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

备、冰雪旅游等主题，探讨冰雪产业

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创新路径，围绕

冰雪文旅创新融合发展、冰雪名城

与冰雪新经济、冰雪装备产业创新

发展、户外及山地产业等设置论坛，

围绕户外品牌出海、冰雪赛事与冰

雪运动人才培养、雪场运营等设置

专场，同时设置体育文旅创业大赛、

品牌专题会及数场闭门会议。

今年恰逢冬博会举办十周年，

主办方策划了“十大系列”独具特

色、亮点纷呈的活动。作为冬博会

的重要产业成果，今年的《中国冰雪

产业研究报告》将继续在冬博会上

发布。 （王 辉）

本报讯 5月18日，广州市第十

九届青少年运动会在天河体育馆开

幕。

四年一届的广州市青少年运动

会是广州市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

响最广的青少年体育盛会，是展现

全市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重要舞

台。本届广州市运会全面践行十五

运会和残特奥会“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办赛理念，以“激扬青春，喜迎

全运”为主题，为广州体育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为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谱写体育新篇

章。

本届市运会共设41个大项、1069

个小项，新增花样滑冰、速度轮滑、滑

板、冰球等10个项目，并邀请多位国

际级、国家级裁判执裁，起到了深化

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

系，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营造良好

宣传氛围的作用。截至5月18日，本届

市运会已有32个大项结束了比赛，剩

余9个大项将安排在6月至7月有序进

行。闭幕式计划于7月下旬举行。

曾于1997年参加广州市运会并

获得3金的杨景辉表示，参加市运会

是他跳水生涯的重要一站，时隔一

年就进入中国跳水队。本届市运会

规模创历史新高，给更多青少年展

示自己的机会。 （黄心豪）

本报讯 5月18日，2025年中国

街舞联赛（武汉站）暨第十五届全国

运动会资格赛在湖北武汉洪山体育

馆落幕。两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

选手亓祥宇和刘清漪分别获得男、

女公开组冠军。

十五运会霹雳舞项目资格赛已

走过宁波、石家庄、重庆、邢台，武汉

站作为最后一站比拼异常激烈。本站

赛事吸引了24个省区市的500余名顶

尖选手参赛。男子组决赛对阵双方是

来自江苏队的亓祥宇与代表湖北队

的王瑞苗———前者是奥运选手，后者

是去年霹雳舞世锦赛铜牌得主。此前

的两站联赛，王瑞苗在重庆站问鼎，

亓祥宇在邢台站夺冠，两人也代表了

目前中国男子霹雳舞的最高水平。

王瑞苗首先出战，在首轮中展

现了爆发力优势。面对强势的对手，

亓祥宇斗志高昂，展现出超强实力。

按照比赛规则，双方需要连跳三轮，

待全部比赛结束后再一起公布三轮

的比赛结果。最终，亓祥宇以2比1战

胜王瑞苗，获得男子组冠军，王瑞苗

获得亚军。

女子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铜

牌得主刘清漪以总比分2比1战胜郭

朴，继重庆站后再次获得中国街舞

联赛分站赛冠军。

至此，全运会的五站积分赛全

部结束。接下来，根据全运会积分要

求，总积分排名前32名且拥有三站

积分的选手将参加5月19日进行第

十五届全运会霹雳舞项目的体能测

试，体测结束后将产生获得全运会

资格的16名男子组选手和16名女子

组选手。体能测试环节包含立定跳

远、引体向上、30米跑、400米跑、背

桥测试等项目，体能准入测试平均

分数为60分，未参加体能测试或体

能测试成绩不达标者不得进入十五

运霹雳舞项目决赛。

本次赛事由亚洲体育舞蹈联合

会指导，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湖北

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湖北省社会体

育管理中心、湖北省体育局洪山体

育中心、湖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承办。 （邹 丽）

本报讯 近日，以“奔跑贵阳，

竞逐云端”为主题的2025年中国无

人机竞速联赛（贵阳站）在贵阳职业

技术学院开赛。

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是全球首

个以无人机竞速运动为主的国家级

别联赛，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无人

机竞速联赛。贵阳站是2025年中国

无人机竞速联赛的第三站，也是该

赛事首次亮相西南地区。

本站赛道设计独具匠心，融合

了“贵”字外形与甲秀楼等贵阳地标

性元素，既展现了贵州的地域文化，

又彰显了无人机竞速的未来感与科

技感。赛道总长约450米，设置障碍

物25个。本次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

目为多轴无人机竞速，设公开组、少

年组、女子组三个组别，通过资格

赛、淘汰赛、决赛等多个赛段的角

逐，5月19日决出冠军。

赛事期间，当地还开展了2025

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飞行影像大

赛第四季（贵阳）活动，贵阳市内青岩

古镇景区、天河潭旅游度假区、桃源

河生态旅游度假区等7家景区面向飞

行影像大赛参赛选手免门票开放。

近年来，贵阳市依托“爽爽贵

阳”生态优势和“中国数谷”科技优

势，大力培育发展低空经济产业。无

人机赛事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应用

场景，既能有效展现贵阳低空经济

最新成果，又能为广大无人机爱好

者提供挑战极限的舞台，推动新兴

科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承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贵阳

市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低空经济与体育、科技、文化、旅

游、制造、研学、教培等产业的深度

融合，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助力

贵阳低空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

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

空运动协会、贵州省体育局、贵阳市

人民政府主办。 （冯 蕾）

中国街舞联赛武汉站亓祥宇刘清漪夺冠

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飞”进贵阳

广州市青少年运动会开幕

2025年冬博会10月将在京举办

以赛促城 以城迎赛

成都用“世运空间”打开赛事生活新方式

中国花剑小将突破自我收获信心

（上接第一版）

“十四五”期间，山东省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63

个、全国最高水平比赛金牌214枚，体育健儿用成绩践

行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言。在东京奥运

会获得7枚金牌，金牌数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在巴黎奥

运会收获5金4银6铜，位居全国前列；在北京冬奥会获

得1枚银牌，实现了首次有运动员参赛、首夺奖牌的历

史性突破；在杭州亚运会获得38枚金牌，较上届增长

100%；在第九届亚冬会获得3金4银2铜、第十四届全国

冬运会收获5金6银6铜的历史最佳成绩；在第十四届

全运会获得58枚金牌、160枚奖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基础厚实、体系完善、成效显著，全省16市均建有市级

体校，在训运动员4.8万余人，共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8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参赛第一届全

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男、女6支队伍全部进入决

赛，获得4个冠军、2个亚军；体教共建的济南历城二中

女子足球队夺得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冠军。

坚持高位推动，聚力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主动将体育工作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持续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新质

生产力，从体育赛事和体育制造业两端发力，促进体

育健身休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

展赛事经济。推动以省政府名义出台赛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化打造“好运山东”体育品牌，

构建“两线”“四沿”赛事体系，发布“跟着赛事去旅

行”和“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赛历，开展“体育赛事

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主题活动，2024年全省举办

1000人以上规模赛事525场（其中马拉松45场），直接

经济效益83.41亿元，为GDP贡献151.29亿元，新增就

业岗位9.71万个。聚力培育市场主体。全省体育市场

主体已达到近6万家，先后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和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个，数量居全国前列。2023年

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达到4900亿元，增加值约

1800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全省人均

体育消费支出同比增长8.1%，达到2340元。

坚持品牌引领，聚力繁荣发展体育文化事业

山东把体育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

文化“两创”实践，重点打造“思政金课”“尼山体育文

化论坛”等体育文化品牌矩阵。聚焦做好山东省优秀

运动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构建包含理想

信念、爱国主义、体育精神、素养能力和传统文化五

个领域的体育“思政金课”，推动体育思政“进队例

会、进训练课、进比赛场”，每年为5000余人次运动

员、教练员授课近百场。加大运动队训练场馆和训

练课对外开放力度，“十四五”以来开展了几百场体

育冠军校园公益行、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等活动，惠

及几千所学校、十几万青少年学生。自2024年起，山

东省依托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一对话交流的重要载

体，创新举办了“尼山体育文化论坛”，搭建起促进国

际体育文化交流的平台。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

者等上百人，通过致辞演讲等方式，深入阐述“中华

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主题，全网流量超过3000

万。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成效初显，近

20个体育项目活动被认定为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立了齐鲁体育文化等十几个体育博物馆。连

续举办了11届全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有形有感有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下一步，山东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对山东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明确发展目标、保持战略定

力，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持续提升体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努力在全面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中贡献更多体育力量，真正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更

多“山东方案”。

曾昭然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