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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从很多方面都能感受到这股“回来”

的潮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成都市常住

人口达 2093.8 万人，成为继重庆、上海、北京之

后我国第四个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的超大城市。

尤其是过去 10 年里，成都新增人口近 600 万人，

其中大学学历人口达 535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高

达 25.6%。

2015 年，丁小明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上海的一

家外企工作。“上海”“外企”这两个关键词中的任

何一个，在当时都足以令他成为同学羡慕的对象。

丁小明记得，那时大家都想从成都“走出去”。和

一线城市相比，成都缺少领先的企业，也没有与之

匹配的薪酬待遇。

如今，丁小明回来了，成为成都晨电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晨电科技”） 的首席技

术官，专注于智能自行车领域的产品创新与研

发。“你能明显感受到成都的发展，特别是高新

技术产业”，他说，这几年成都和一线城市的发

展差距快速缩小，拿待遇来说，“和上海吃得挺

紧的”。

在外地的日子，丁小明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

展。他先是从上海去了西安，后来又加入了成都的

华为公司，随着成都体育经济的兴盛，他最终选择

了晨电科技这家创业公司，想和城市一起“拼一个

未来”。

随着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到

来，如今的成都除了火锅，这座城市的赛事，以及

人们的“奔赴”，同样火热。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个契机，“回来正当时”。

选对了地方，也赶上了时机

晨电科技是由电子科技大学几名校园创客

创 立 的 。 在 校 时 ， 他 们 的 项 目 被 称 为 “ 炫

轮”——由两根 LED 灯臂组成，呈十字形安装

在自行车的花鼓上面，骑行时， LED 灯条在车

轮旋转过程中会呈现出一个圆形的画面，显示

出彩色动画和图案。 2014 年，团队完成 660 万

元天使轮融资。

后来，团队将项目扩展到智能自行车领域，

但主要针对欧美市场。丁小明说，骑行尤其是专

业骑行过去在国内一直是个小众市场，不像欧美

市场渗透率那么高，他们的产品很长一段时间只能

走外贸。

但 2022 年 10 月，晨电科技成立了国内事业

部。丁小明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市民体育消费观念提升”。

“一开始，确实令我吃惊，我们的产品在国内

也能卖得这么好。”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圈内的不少骑行爱好

者、自行车店主都建议他们把产品放在国内市场

试试。

晨电科技于是选择在成都市场试水。试水的第

一个月，他们光骑行训练台一个产品就卖了 1000
多台，在某电商平台上，甚至拿下了单品类的销量

冠军，“完全出乎意料”。

后来，团队对此进行了复盘。丁小明说，与其

说“撞了大运”，不如说选对了城市，也赶上了好

时候。近几年，近郊旅游成为主流，带火了“骑行

热”；更关键的是，成都修建了多条绿道。

2022 年年初，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实现全线

闭合，约 100 公里长的一级绿道，串联起 133
平方公里的生态公园、20 平方公里的生态水系

和 24 平方公里的城市森林。以绿道为线，沿

途建有 78 个“一桥一景”景观桥梁。这条“绕

城绿道”短时间就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网红

景点”。

美团单车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

间，成都绕城绿道共享单车的骑行总里程环比增长

139%。有人评价：在国外，对骑行最友好的城市

之一是阿姆斯特丹；在国内，成都就是骑行者和轻

徒步的天堂。

晨电科技最近在招聘，他们发现，应聘者中有

很多从一线城市回来的人，尤其是运动爱好者，丁

小明感慨，“这或许就是趋势吧”。

和丁小明一样，选择成都的人都相信这座城市

的未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44 岁的王洁发现

自己的未来就在成都。

她是一名职业赛事人，即“赛事的顾问”，用

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完成赛事的筹备工

作。2020 年，她受聘为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专家委

员会成员，来到成都。

除了烟火气，她发现自己在成都有很多事

可以做。对于职业赛事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赛事的举行。 2023 年全年成都将举办国际赛事

22 项、全国性赛事 36 项。同时，成都还在发展

智慧体育等体育经济，其中很多方面都是王洁

的专长。

她觉得，城市想留住人，必须让人有事可

做，“吸引是头，生活下去是尾，成都是大有可

为的”。

离市场越近越有机会

乐可登的选择和“中国电竞发展的脉搏”

相关。

几年前，他所在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将总部设在

了江苏太仓——离上海约 50 公里的地方，上海是

中国电竞的“心脏”，搬到太仓离赛事举办地近、

离资本更近。

2023 年，乐可登改变了主意。这一次，出于

同样的考虑，他选择了成都。“离一个最繁荣的市

场越近，越能有新机会。”他说。

乐可登是成都 AG电子竞技俱乐部董事长、成

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会长，这家俱乐部旗下拥有数

支电竞顶级战队，在年轻玩家眼中，AG 就是成都

乃至中国西部电竞的代表。

很多人相信，成都会是下一个电竞之城，AG
的选择恰好契合。“今天成都已经是体育竞技的

一个高地”，乐可登说，不只是电竞，更多的项目

都来到成都发展。

事实上，对乐可登来说，将俱乐部总部搬到成

都是需要勇气的。起初，因为 KPL 联盟的要求，

他只是将旗下王者荣耀分部“成都 AG超玩会”迁

往成都。

2016 年 9 月，“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正式

成立，随后迅速成为中国四大电竞联赛之一。在

2017 年的 KPL 秋季赛开赛发布会上，KPL 联盟主

席宣布，2018 年春季赛将推行上海、成都双城主

客场赛制。12支 KPL俱乐部中，将有 6支从上海迁

出，入驻西部的主场城市成都。

2020年年初，KPL开始推行全面地域化，“成

都 AG 超玩会”因为扎实的粉丝基础和城市基因，

成为首批入选的地域化俱乐部回到成都。

不同的城市对电竞的欢迎度不同，支持力度

也迥异。令乐可登高兴的是，这些年电子竞技作

为新兴体育项目，越来越多被人们所接受。今年

6 月，首届奥林匹克电子竞技周在新加坡举行；

即将举办的第 19 届亚运会接纳了电子竞技作为正

式竞赛项目……

《2022 年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 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电竞产业收入 1445.03亿元，电竞人

口规模约 4.88亿，全年举办电竞赛事 108项，已成

为全球电竞产业最大市场。

通过赛事，乐可登观察到，成都对电竞的接纳

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他说，当地是理解电竞

魅力的。

在“成都 AG超玩会”回归的 2020年，成都即

出台 《关于推进“电竞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建设“电竞文化之都”。

此后，“电竞体育”被纳入 《世界赛事名城

建设纲要》《成都市“十四五”世界赛事名城建

设规划》，成都进一步优化“电竞+”产业发展

的方向与路径，对电竞赛事、电竞职业俱乐部、

电竞产品研发等产业发展关键环节予以专项资金

支持。

过去，成都因游戏软件开发技术处全国领先地

位，被誉为“手游之城”“中国游戏第四城”，但这

更偏后端，如今成都将走向舞台中央。

从 2020 年开始，成都 AG 开始“西迁”，到今

年，俱乐部整体搬迁完毕。乐可登说：“我们来到

了离我们粉丝最近的地方。”

成都的尊重

2017 年 7月，《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 发布，开始实施新的人才落户制度。后

来，这份被称为“成都人才新政 12 条”的文件不

断迭代升级。

成都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市委人才办专职副

主任阳夷说，这些年，成都以城市之名广聚青年人

才，推动从“拼政策给优惠”向“搭平台给机会”

再向“优平台营生态”转变。

成都大运会前夕，这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

上列出了一系列成就——截至目前，成都人才

总量达 622.32 万人、居全国第 4 位；荣登 《财

富》 杂志“大学生和青年求职者吸引力城市”

榜首……她说，如今，成都“成为年轻人的向

往之城”。

选择成都，28 岁的羽毛球世界冠军李俊慧真

是出于“向往”。

他 2021 年从国家队退役，同年就将家搬到了

成都。这座城市体育市场的繁荣未来让他下定决

心来此安家。

2023 年是成都大运会举办之年，也是各类体

育赛事蓬勃发展的一年，李俊慧特别留意了成都

发布的体育赛历表。这个年轻人想的是，在一个

积极申办体育赛事、把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写在发

展规划中的城市生活、从事体育工作，一定是有

未来的。

自 2017 年成都正式提出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

发展战略以来，体育产业迅速发展。数据显示，

2022年成都市体育产业总产值达 1005亿元、增加

值达 385 亿元，相比 2018 年分别增长 59%、79%。

2022 年成都市体育消费总规模达 578.6 亿元，较

2018年增长 44.5%。

更让李俊慧在意的是成都“人才强体”战略

的实施。《成都市“十四五”世界赛事名城建设规

划》 明确提出，将体育优秀人才培养纳入全市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引进培养场馆运营人才、

赛事组织人才、竞技体育人才、体育营销人才和

专业体育团队。

去年 3月，成都市体育局等部门联合发布 《关

于运动员、裁判员来蓉入户认证办理的通知》，填

补了成都市运动员和裁判员落户的政策空白，进

一步完善了体育人才的引进渠道。

“体育人才在成都是能得到尊重的。”李俊

慧说。

源于大运，不止于大运

成都大运会开幕前的这段日子，王洁每天都

在技术运行中心值班，虽然疲惫，但能从技术上

保障赛事的平稳运行，她也觉得值了。

王洁算是国内最早的一批职业赛事人。北京

举办奥运会那年，她在源讯公司工作，这家信息

技术服务公司是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合作伙伴之

一，也是北京奥运会信息系统总集成商，她的不

少经验都是那时候学习、积累下来的。

后来，凭借着专业能力，王洁又以专家的身

份服务南京亚青会、南京青奥会、三亚亚沙会等

多个国际体育赛事。

“做赛事是有节奏的，就像农民种庄稼一

样，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除

虫，一年忙到头，收获就在赛事举办那几天。”

她说，延期就意味着很多工序要调整甚至重来。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她更深入地走进了这座城

市，“大家也没什么抱怨，就是不断在优化各项

工作”。

这是王洁热爱成都的原因之一。她感到成都

不是为了办一届大运会在做这些事，而是谋长远

发展。

比如，为了举办大运会，成都新建和改造了

49 座场馆，在开赛前，政府就制定了 《成都大运

会场馆开放惠民行动实施方案》，推动大运会场

馆应开尽开、分类利用。

在大运会场馆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室外篮

球场、全民健身中心免费或低收费面向市民开

放；大运会场馆东安湖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则开

放给市民体验潜水；经改造后的城北体育馆，是

许多乒乓球爱好者的“新主场”。

数据显示，2022 年，成都全市大运会场馆对

外 开 放 时 长 7.63 万 小 时 ， 免 费 或 低 收 费 开 放

509.48万人次，累计举办各类赛事 727项。

不仅如此，更让王洁心动的是城市“金角银

边”的改造。这些分布在高架桥下、河滨、天台

等空间的空地变成了成都市民家门口的“运动

角”。目前，成都已利用“金角银边”建成 186
个“社区运动角”。

“真是遍地开花”，王洁感慨，“大运惠民”

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成都真的在把空间留给生

活、留给运动。

她还说，“大运遗产”远不止这些。筹备一

个国际赛事需要多方面的人才，赛事越多，就会

有越多的国际型人才来到成都，然后带动外企外

资，“世界赛事名城的基础就慢慢打下了”。

运动改变一座城

如今，通过社交平台，就能感受到成都人对

运动的热爱。

李俊慧最近计划去绕城绿道骑上一圈，起因

就是在朋友圈看到不少朋友分享的骑行照片，“感

觉很好”，李俊慧觉得，成都给喜欢运动的人提供

了适合的环境，这种环境又不断吸引更多人加

入，运动之城的活力逐渐迸发。

丁小明留意到，随着骑行的风靡，成都街头

冒出了很多自行车租车店。在学校时，他就是骑

行爱好者，后来去上海工作，这项爱好就慢慢消

失了。“一方面是工作比较忙，另一方面也是没有

骑行的氛围。”他说。

在成都，这项爱好又被“点燃”了。丁小明觉

得，大家一起约着做一件事情会比较有成就感，

“得有土壤和氛围”。

去年年底，乐可登和朋友一起去凤凰山体育公

园看了一场成都蓉城队的比赛，现场热烈的观赛氛

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数万名观众一起高喊“雄

起”，“你能想象那一刻的热血沸腾吗？”

乐可登认为，这是成都体育市场繁荣的一个信

号。成都的竞技体育有着相当庞大的受众群体，这

两年，他看到越来越多产业上下游的企业都搬到了

成都，形成了聚集效应。和一线城市相比，成都的

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短板，但好现象是资本在慢慢

地拥抱体育、拥抱电竞，“未来成都可能会变成国

内体育产业最佳的一个城市”。

就像去英国曼彻斯特，一定会去曼联的主场老

特拉福德球场看看；去西班牙马德里，一定会想起

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场一样，乐可登希望未

来的某一天，成都 AG也会有自己的“麦迪逊花园

广场”，在中国成都，“我心向往之”。

（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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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的城市，何以成都
随着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到来，如今的成都除了火

锅，这座城市的赛事，以及人们的“奔赴”，同样火热。对很多年轻人
来说，这是一个契机，“回来正当时”。

“

6月26日，成都天府新区，“蓉宝”机器人的研发公司摆放着演示MR技术的屏幕。 6月28日，成都锦江区，随着夜色降临，三环路下的运动场亮起了灯。

6月26日，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观看三对三篮球赛的观众们。6月26日，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篮球比赛间隙的扣篮表演。

6月28日，东安湖体育公园，成都大运会迎来开幕倒计时30天，现场观众获赠明星签名的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