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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7月26日电（记者 夏
亮 董意行 高萌）“桐庐处处是新诗，渔
浦江山天下稀。”

南宋诗人陆游对桐庐的山水可谓
情有独钟，他在晚年任严州知州时，多
次到访桐庐，写下二十余首吟咏桐庐的
诗词。一首《渔浦》，将桐庐山水的静
丽、清新、灵秀，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因为杭州亚运会的到来，桐
庐的“新诗”又有了更多内涵。

全民健身场地“新”
一片在半山腰，且杂草丛生、荒废

多年的平地能用来做什么？富春江镇
俞赵村的答案是——一个框架结构的
标准室内篮球场。

“以前我们是‘看天打球’，现在村
里有了标准专业的室内篮球场，大家都
非常喜欢，连周边村的人都爱来我们这
儿打球。”说起这个篮球场，村民赵敏强
颇为自豪。作为篮球特色村，富春江镇
俞赵村有4支篮球队，每年都会举办村
篮球赛，如今有了室内篮球场，村民们
练起球来更有劲了。

在横村镇上唐村，曾经闲置的池
塘，摇身一变成为占地 1600 平方米的
健身公园。“原来是一处池塘，环境比较
杂乱，影响村容村貌。”上唐村党委委员
郭丹介绍，在县文广旅体局的支持下，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村民的“健身中心”。

这里有灯光球场、五人制足球场，

并配有20件健身器材、4张乒乓球桌，
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建好以后这
边环境变好了不少，特别是周末，很多
年轻人来这里打球、踢球，对老百姓来
说是很好的事情。”上唐村村民叶爱君
笑着说。

以亚运为契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桐庐，像这样
把闲置空间改造成体育场地的例子随
处可见。

据悉，桐庐县去年新增嵌入式体育
场地建设项目共83个，面积2.1万平方
米。该县 2022 年出台的《桐庐县加快
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明确了工作目标：到
2024 年，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4.0平方米以上，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的“10分钟健身圈”。

马术高地产业“新”
或闲庭信步，或恣意奔跑，或群马

奔腾……在桐庐画家吴根财的笔下，一
匹匹骏马跃然纸上，这些都是他为迎接
杭州亚运会到来所作的画。

“去年开始创作各种形态的马。”吴
根财说，作为亚运马术赛事的举办地，

“马”之于桐庐有特殊意义。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办一届

精彩圆满的亚运马术赛事且谋划推动赛
后利用一直是桐庐努力的方向。桐庐不
产马，但马术有望成为这里的新标签。

“桐庐之前没有马，从举办比赛到
赛后利用，需要做到‘无中生有、有中创
优’。”桐庐马术中心运行团队相关负责
人说，桐庐已经计划在亚运会后与国内
外马术行业协会和赛事俱乐部等机构
合作，引进国内外认可度高的星级赛
事、国家级青少年锦标赛等一系列高水
平赛事，同时积极打造本地的赛事品
牌。

据介绍，在赛后利用定位上，桐庐
将抓住亚运契机，做强马术特色，培育

“马术+”业态，形成赛后利用，融入“大
旅游大健康”等大产业体系规划；在赛
后利用空间规划上，桐庐马术中心主场
馆在举办亚运会后仍计划延续马术赛
事中心的主功能，并将作为马关联产业
引育的主平台。

此外，桐庐将争取在省市政府的支
持下，规划建设马术学校、马术俱乐部、
马衍生产品制造基地、马匹繁育交易基
地等，重点引育“马匹运动赛事”“骑乘
教育”“马匹交易”等项目，将桐庐逐步
打造成全国颇具影响力的马术赛事中
心和马术产业新高地。

潇洒桐庐生活“新”
小桥流水，古树青莲……盛夏时

节，走进江南镇环溪村，一幅清丽生动
的江南画就会映入眼帘。

作为外地人，毛冬梅至今记得第一
次和丈夫回村时的情形：垃圾随手扔，

脏水泼出门，家家户户围猪栏，动物粪
便和各类垃圾让人难以下脚。而在过
去的 20 年里，环溪村以“千万工程”为
契机，从河道黑臭、垃圾遍布的脏乱差
之地，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定的首
批美丽宜居示范村；从农田荒芜、年轻
人纷纷逃离的“空心村”，成为以莲文化
为核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网红
村”。

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深澳
古村，因为来了“新村民”，近年来愈发

“年轻态”。
百匠街区内，剪纸、斫琴、金缮等各

类非遗手艺令人眼前一亮，有手艺的
“新村民”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安家于
此，用沉淀的匠心、精美的匠品带动了
深澳村的文创、文旅产业，让游客络绎
不绝，“闻香下马”。

“新村民”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
也和老村民们共融共长。去年，30余名
老村民得以在家门口就业，村集体年增
收50万元。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
如。”唐代诗人韦庄的诗句，道不尽桐庐
山水的美。如今，与环溪村、深澳古村
一样，如珍珠般散落于桐庐绿水青山间
的乡村，更是让无数城里人向往。

“安得移家常住此，随潮入县伴潮
归。”跨越八百余年时光，陆游的诗作在
这里依旧应时应景。

桐庐处处是新诗

新华社成都7月25日电（记者 肖
林 余里）继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
墩墩”之后，又一只大熊猫火了，这就
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吉
祥物——“蓉宝”。

运动健将“芝麻”化身“蓉宝”
大运会前的成都，你能在街头骑行

“蓉宝”元素的定制自行车，在高铁站乘
坐“蓉宝”代言的旅游列车，甚至能逛满
是各种“蓉宝”的“熊猫邮局”。

在杜甫草堂、武侯祠等成都网红景
点，不少游客手捧“蓉宝”特许商品留
影。“蓉宝”纪念徽章、“蓉宝”衍纸画、

“蓉宝”盲盒玩偶都是抢手货，市场供不
应求。

目前，成都大运会围绕吉祥物“蓉
宝”主题，累计推出玩具类、徽章类、文
具类、邮票邮品类等18大系列1000余
款特许商品，在城市商圈、热门景区、地
铁站等区域开设的相关特许商品零售
店（点）达400多家。

“蓉宝”的原型是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一只名为“芝麻”的大熊猫。
在此前的网友票选中，“芝麻”票数第一
当选为成都大运会的吉祥物原型。

今年刚满 6 岁的“芝麻”，是一名
“运动健将”，为在成都大运会期间更好
地迎接八方来客，“芝麻”正在“闭关锻
炼”，认真“干饭”。“芝麻”的饲养员杨诚

介绍说：“它生性活泼好动，对新场地十
分好奇，不但每天‘锻炼’还和饲养员

‘斗智斗勇’。目前，‘芝麻’身体十分健
康，体重已经达到130公斤。”

成都的“功夫熊猫”家族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了解到，像“芝麻”这样的“功夫熊猫”还
有不少。

芝麻出身“运动世家”，她的外曾祖
母就是“亚运公主”——“娅娅”。1990
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当天，世界首对人
工繁殖存活的大熊猫双胞胎出生，姐姐
被取名为“娅娅”。“娅娅”在 2003 年生
下女儿“毛毛”——成为北京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晶晶的创作原型，2005年生下

“毛毛”的妹妹，后据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名字，命名为“晶晶”。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之际，
成都另一只“明星”大熊猫诞生了，时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其命名“科
比”，与当年的奥运会吉祥物同名，被称
为“奥运大熊猫”。“科比”长大后，成为
150公斤重的“体育健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科比”的
女儿“成绩”产下一对龙凤胎，成都熊猫
基地特意为它们取名为“迎迎”“妮
妮”。2015年“科比”的女儿“科琳”产下
一对雌性双胞胎幼仔，由现任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命名为“奥林匹亚”与“福

娃”，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根深
叶茂、发扬光大，“功夫熊猫”家族再续
奥运情缘。

目前，“功夫熊猫”家族“人丁兴
旺”。1987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成立，最开始只有6只从野外抢救留下
的大熊猫。截至 2022 年底，基地共有
237只大熊猫，种群内个体健康状况和
行为健康状况均良好，是全球最大的圈
养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

2021 年 10 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
式设立，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促进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位于成都平
原西北部，涉及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
市、大邑县。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
内生物资源丰富，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
猫调查显示，成都片区有野生大熊猫73
只，高等植物2000多种。

功夫熊猫的“大使生涯”
大熊猫和中国大型体育赛事的情

缘，还在不断延续。从 1990 年北京亚
运会的“盼盼”、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
娃“晶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墩
墩”，再到今天的“蓉宝”，每个大熊猫元
素的吉祥物都集时代审美和独特设计
于一身，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

大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
世界人民的宠儿。多年来，大熊猫一次

又一次担任和平和友谊的使者走出国
门，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据统计，我国已与 17 个国家的 22
个动物园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截至
2022年，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及其幼崽共
有 64 只，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文化
交流的“友好大使”。

7月21日，60余名来自巴西、法国、
阿根廷等代表团的成员抵达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我知道这里是大熊猫的故
乡。”巴西运动员乔凡娜·科雷亚表示，
已将看大熊猫列入行程。维吉尔·洛佩
斯是巴西代表团篮球队教练，他对体验
成都美食和文化充满期待。“当然，也很
期待看到大熊猫。”

一位长期从事大熊猫保护和繁育
的专家说，大熊猫历经数百万年而延
续，在野外面临各种恶劣环境却生命力
极强，非常契合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
体育精神；大熊猫虽然是食肉目动物，
有着锋利的犬齿和食肉动物的消化道，
但它们99%的食物是竹子，并与其他生
物和平共处。

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陈维亚接受
采访后不忘和“蓉宝”合影，对熊猫和

“蓉宝”也是喜爱有加。陈维亚希望将
“追求梦想、奋力拼搏、青春友谊”的大
运精神融入整个仪式和表演中，向全世
界青年奉献一场“阳光灿烂”的开幕式。

揭秘“蓉宝”身边的“功夫熊猫”家族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7月28日在成都开幕，随着赛事的临近，
各代表团选手加紧开展适应性训练。图为中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队集体项目主教
练任爽（左）在成都体育学院体操馆指导队员训练。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火炬传递圆满成功
新华社成都7月26日电（记者 董

小红 陈地）26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成都站在西
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成都理工大
学、成都大学和东安湖体育公园举行。
至此，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圆满完成在
全国25所高校和开幕式所在地东安湖
体育公园的活动。28 日，“蓉火”将再
次点燃全球青年的梦想。

当日的起跑仪式在西南交通大学
（九里校区）举行，上午9时，仪式正式
开始。成都市副市长、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执行副主席刘任远在致辞中表示：

“两天后，成都大运会将在全球青年的
热切期盼中拉开大幕，天府之国成都将
为青春力量的浓情盛放搭建交流舞
台。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提质幸
福城！成都市民用最诚挚的热情，欢迎
每一位前来参赛、交流的宾客。”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余敏明说：
“在成都大运会期间，西南交通大学犀
浦校区体育馆作为本届大运会排球场
馆中心，将承担30场比赛，包括女排和
男排的决赛。我校还选拔了 496 名学
生志愿者服务大运会，他们将以青春之
我砥砺大运，让大运之光烛照青春。”

即将参加成都大运会比赛的曹茂
园作为第67棒火炬手进行传递。“成都
大运会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和
条件，我很荣幸成为火炬手，自己能做
的就是全力准备，争取为祖国争光！”曹
茂园说。

在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我
们都是追梦人》的旋律中，火炬手高擎
火炬，开始了在西南交通大学的传递。
随后，火炬传递来到成都理工大学、成
都大学和东安湖体育公园，由124棒火
炬手共同完成当天的火炬传递。

13 时，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收火
仪式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举行。成都市
委副书记、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执行副主
席陈彦夫宣布：“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圆满成功！”

从 6 月 8 日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
“启航仪式”在天府国际机场举行，到6
月10日火炬传递在百年学府北京大学
启动，再到7月2日“蓉火”回到成都开
启市内传递的序幕，直至当日在东安湖
迎回火种；历时49天，成都大运会火炬
传递在800名火炬手的接力下，圆满完
成了在全国25所高校和东安湖体育公
园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