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8 月，第 26 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如期举行，创下了大
运会 52 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纪
录。龙岗为全球贡献了一场不一样
的精彩盛宴。在这场成人礼上，世
界看见了龙岗，龙岗也看见了世界，
龙岗在成人礼的洗礼中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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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龙岗”文史项目是龙

岗区政协大型系列文史项目“龙

岗记忆”之第三季。 项目通过讲

述龙岗建区以来代表龙岗改革进

程和发展特色的典型案例，并以

图文影像记录龙岗人在改革浪潮

中奋勇搏击的宝贵记忆，全面回

眸龙岗建区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让全区人民和一代代后

来者从前人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

神力量、赓续优良传统，在新征

程上努力续写更多新的“春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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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赛事：

不一样的精彩

被世界看见时，龙岗也看见了世界。

2011年8月11日，在深圳大运会主媒体中心

（MMC）的“深圳大运会准备工作就绪新闻发布会”

上，大运会组委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深圳世界大运会

的亮点，谈到了“不一样的国际交流：文化的盛会，

友谊的盛会”。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定位，与“深

圳，与世界没有距离”申办口号一脉相承，展示着深

圳拥抱世界的热望。作为后发城区的龙岗，期待被

世界看见，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的愿望更加急切。

当大运圣火在夜空点燃，这座为世界大学生

打造的舞台，也为龙岗叩开一扇通向全球的大

门。当操着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英语或阿拉伯

语的志愿者，为外宾介绍风物、指引路线时，世界

就对龙岗睁开了眼睛；当赛场上的各国选手们全

力以赴，大运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欢乐相

聚、畅怀交流时，龙岗也看见了世界的一斑掠影。

十余年风雨兼程，今天的龙岗已从当年的

“世界工厂”发展为“全球伙伴”。龙岗与世界的

关系已从迎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出海叙事超越货

物贸易，成为城市品牌的代言人。面对“不出海，

就出局”的产业发展趋势，龙岗需要走进“世界的

腹地”，去看见新的世界和旷野，用新的姿势拥抱

世界，唱响中国声音。

2024年9月，龙岗启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

务企业出海一站式平台，创设“出海会客厅”，搭建

全球数字贸易服务创新中心，集成7类24项服务

为企业出海打造产业生态，全面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全力打造企业拓

展海外市场“第一站”、场景应用“第一线”、创新创

业“第一选”，踏上迈向未来星辰大海的新起点。

就如大运的口号，从这里开始。

新发展格局下的精彩未来，仍然生长在双向

奔赴的路上。

观 察 眼

特约撰稿人 黄腾龙

拥抱世界，就是走向未来

大运会真的来了！来到了龙岗人的面前！

对于不少龙岗市民而言，2011 年 8 月，大运会

无比真实地建起了一种最直接、最真切的联结：深

圳的龙岗，这座城区为大运会的各种准备，以及形

成的无数经验，从当年 8 月 12 日开始，与“世界”紧

密相连、息息相关……

那个夏天注定分外不同：赛场里的欢呼雀跃、

健儿争锋，赛场外的繁忙有序、昂然蓬勃，瞬间拉

近与世界距离的国际感、国际范，一切似乎都集中

定格在举办大运会的 12 天里，这是属于龙岗的

“不一样的精彩”，也是龙岗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的高光时刻。

深圳大运会田径项目比赛现场。钟致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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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运会开幕式。钟致棠摄

一场盛会，如何牵引一座城与一群人？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是一个支点，让深圳龙岗从“城市郊区”迈向“东部中心”。基于此，《蝶变

龙岗》围绕大运会筹办、大运会赛事和重回大运，分三个篇章回顾和阐述大运会对于龙岗发展的重大影响、重要意
义。这既是历史的切片，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以“大运”为棱镜，折射出一组人城共生的美好图景。今天推出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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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更高更强：
与世界相拥的青春

2011年 8月 12日，在位于深圳湾畔的“春
茧”内，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下简称
大运会）正式启幕。在龙岗，深圳大运中心全
新亮相。大运村内，各国国旗迎风招展；赛场
上，运动员们尽情挥洒汗水。

在深圳举办的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创下了大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纪
录：来自 152个国家和地区的 7800多名大学生
运动员，在深圳各展风采。作为比赛的主场
馆，深圳大运中心迎来了4000多名运动健儿在
此角逐。

根据赛程安排，龙岗赛区承担了 10大项、
157小项的比赛，其中深圳大运中心承担了田
径、游泳和篮球 3大项 92小项；龙岗体育中心
的羽毛球馆、国际自行车赛场、神仙岭网球场
等场馆也承担了大量赛事。在比赛的12天里，
大运会“不一样的精彩”接连不断地在龙岗上
演，龙岗在国际上成功“出圈”。

田径作为国际竞赛的大项，格外吸引人们
的眼球。8月17日20时23分，“水晶石”场馆内
的蓝色大屏上显示出了男子100米决赛冠亚季
军的成绩，现场记者第一时间激动地喊出了

“苏炳添！十秒二七！”。这是本届大运会中国
大学生获得的第一枚田径项目的奖牌。22岁
的苏炳添以暨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学生的身
份参赛，这位日后的“亚洲第一飞人”，首次在
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即获得了不俗成绩。

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4×100米接

力赛场。深圳本土短跑健将黄敏华担
任中国队第二棒选手。许多人都来到
赛场为中国队加油，掌声和欢呼声此起
彼伏，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现场十
分热烈。据现场工作人员回忆，男子4×
100决赛是“水晶石”气氛最好的一次。

与苏炳添、黄敏华的精彩不一样的
是，来自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唯一代表
艾曼纽尔·福阿马图、阿富汗的内萨尔、
约旦的法赫德·阿布·阿萨夫、巴勒斯坦
的哈姆扎·阿卜杜、圭亚那的斯蒂芬和密
克罗尼西亚的麦卡夫雷等人。这些运动
员单刀赴会征战大运，在他们身上体现
出来的坚韧不拔，让人感动和钦佩。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法国选手艾
米丽，她在百米赛道上突然摔倒，随后
挣扎着起身，拖着伤腿跑完全程，现场
观众对她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其他赛场也绽放着不一样的精彩，
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经过12天的激烈角逐，龙岗赛区共决出
了 158枚金牌，占全部项目金牌总量的
一半，占全市各赛区产生金牌总量的
51.8%。在2011年“不一样的精彩”的大
运会，龙岗赛区格外精彩。

红马甲的微笑：
赛场外的最美风景

2011年大运会对深圳志愿者队伍
建设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大运会期

间，深圳共招募志愿者127万人，创下当时国内大型赛
事的志愿者规模之最。其中，作为大运会主场馆所在
地，龙岗区共有近 35万名赛区志愿者，成为深圳志愿
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大运会期间，逾127万“U哥U姐”用一流服务赢得
各方称赞。时任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盛赞大运会一
流的志愿服务，特别表扬“志愿者是此次大型赛事的支
柱，为大运会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从大运场馆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积极奉献、爱岗
敬业的志愿者构成大运赛场内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开幕式上，5个小时带着观众一起“High”的“互动哥”

“互动姐”；观众席边背对赛场提示观众文明观赛的志
愿者；比赛间隙，劲歌热舞激情四射的拉拉队员，拿着
抹布急匆匆跑上跑下的“擦地哥”；运动员转场时，微笑
着举着标牌的引导员……他们的微笑与汗水，成为构
筑“精彩大运”不可缺少的元素。

而更多的志愿者，在人们的视线之外默默奉献：比
赛场馆外冒着烈日酷暑引导车辆的交通志愿者，场馆
门口每天撕票上千张的票务志愿者，大运村内一遍遍
为运动员发放毛巾、打扫房间的服务志愿者，在学校为
前线志愿者提供早送晚迎、后勤保障服务的“志愿者的
二次方”……

大运会，成为龙岗迈向志愿者之城的“展示场”“加
速器”。由于是大运会主场馆和大运村所在地，龙岗区
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最重。“全区的U站跑一遍，没有
两三天根本下不来，而且我们区高校少，志愿者从何而
来？”时任龙岗区义工联负责人郭流昌说，刚接到U站
建设任务时，摆在眼前的困难让他费了不少脑筋。

“能不能尝试采取社会共建的模式，让区内的企
业、学校成为U站的主人？”郭流昌尝试着在报纸上打
广告，这一想法得到了热烈响应。短短一个月，有300
多家单位来报名，最终有 256个单位成为龙岗区U站
运营的“承包方”。

青春的盛会、青春的城区、青春的志愿者，固化成
龙岗区在大运会期间的深刻记忆。除了红马甲，大运
会期间的公职人员义工“蓝马甲”也成了第二道风景
线。据报道，从当年 1月 8日至 7月，深圳共有 17.8万
人次公职人员穿上蓝马甲走上街头服务市民。龙岗设
立了209个服务站，在12天赛程里组织了2.2万名志愿
者，累计开展了133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交通保障工作，是衡量一个城市举办重大赛事的
标准之一。协助维护大运会期间城区交通秩序，就是
众多从兄弟省份来深圳驰援的学警志愿者们的任务之
一。时任云南警官学院院长郭宝说，前后一个多月的
交通执勤期间，某大队学警的多数同学，鞋底在一次次
的指挥中磨穿。

赛事保障也是其中的重点。平湖街道作为大运会
自行车场馆行政保障责任单位也面对着空前的挑战。
自行车比赛共有4大项16小项，既有室内比赛也有室
外比赛，室外比赛还分公路赛和山地赛。有26个代表
队1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赛程历时8天，中间还需要
转场，保障压力可想而知。时任平湖街道党工委委员、
宣传部长、大运会自行车赛事运营保障常务副主任高
文荣说：“大运会自行车比赛场地多、竞赛项目多、参赛
规模大，还要协调现场的 10个部门单位。一天下来，
嗓子都是哑的”。

这些只是大运会龙岗赛区众多感人场景的缩影。
此外奔忙在赛区的安保人员、医疗保障人员、纠纷调处
志愿队等等，都在酷暑烈日之下无悔坚守、全力保障；
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赛场和志愿服务及保障工作的人
们，也表现出了令人感佩的精神。为了保障大运会期
间交通的通畅，86000多名车主主动申报大运会期间
停驶车辆，改乘公交通勤。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运会实现了“六个零”的
奇迹：对抗酷暑零事故、保障运行零失误、比赛争夺零死
亡、服务工作零投诉、环境复杂零发案、物资财产零损
失，受到了国际大体联的高度称赞。

无论是红马甲还是蓝马甲，无论是龙岗本土的文
明队伍还是来自外地驰援的兄弟力量，在12天的赛场
之外，都闪耀着晶莹的光辉，他们的共同奔赴凝结成为
龙岗这座崭新城区的永恒记忆和精神财产。

不一样的龙岗：
站在世界C位的12天

举办大运会，是深圳尤其是龙岗走向世界
的绝佳机遇，媒体人不遗余力地奔跑在场馆内
外，记录这历史性的时刻。时任深圳侨报摄影
记者钟致棠回忆，“为了把最精彩的场景记录
下来，要奔跑在各个场馆之间，每天只能睡两
三个小时”。

这期间，全球媒体都聚焦到了深圳、聚焦
到了龙岗。当年的大运会官网如今依然清晰
地记录着这些数据：共有来自全球的 323家媒
体机构的3121人申请注册采访深圳大运会，其
中，境外记者共计 330人。当全球媒体人奔跑
在大运会赛场、穿梭在赛场外城区，龙岗就站
在了C位。这是青春龙岗自 1993年建区以后
的首次全方位、系统化的国际表达，让世界看
见了不一样的龙岗。

“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美国剑术运动员
布拉德利·菲亚拉回忆起自己在龙岗的大运时
光，“中国画真是漂亮极了！。我要把这幅扇画
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姐姐”。在大运村的民间
手工艺展厅，布拉德利·菲亚拉从扇面画艺术
家余文烈手中接过现场制作的山水画折扇时惊
喜地说。

民间手工艺展厅位于龙岗大运村的文化
体验区一楼，这是大运村里外国运动员最喜欢
的地方。布拉德利·菲亚拉向媒体说道：“当我
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非常友善，一路上都
有人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真是和我之前的想法
太不一样了，我以后还会经常来中国的。”

龙岗的传统手工艺，同样让西班牙跆拳道
运动员安德鲁斯赞叹不已，“艺术更能让我们
认识中国”。在大运会期间，这位运动员一口
气买了 8个小巧别致、精美绝伦的梅花吊坠，

“它们是我从深圳带走的最美的礼物”！安德
鲁斯最难忘、最喜欢逛的是大运村的中国传统
手工艺展，“中国传统手工艺展给我的印象非
常深刻，它让我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和非凡智
慧有了全新的认识，艺术家们友好地招待我并
送给我很多礼物，他们的技艺让我看得都快傻
眼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展览，它比深圳的高楼
大厦更能让我们认识中国”。

龙岗的城市景观，也在运动员心中留下了
深刻印象。“我本以为会看到非常古老的传统
建筑，真没想到这么现代，我很喜欢这个地
方”。这是墨西哥排球运动员多纳斯对龙岗的
印象，他说，这次“大运之旅‘新鲜而愉快’”。

时任CCTV体育频道编辑李南记录了当时
媒体住宿地布吉木棉湾的景象：每晚八九点钟
总会看见一个场景——每一个广场几乎都有
跳舞的人，“我感觉这里热爱生活的人很多，这
让我看到了深圳发达和高楼以外的另一面”。

在大运会前后，国际知名媒体对于深圳和
龙岗也纷纷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如果说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展示的是中华文化、民族美学，广州
亚运会展示的是岭南文化、城市美学，深圳大
运会展示的则是青春文化、运动美学。

美国《纽约时报》评价，深圳龙岗的大运会
“既属于未来又根植于传统”“（深圳城区）路上
的这一景象与古代中国人那种尊重环境，几乎
是带着激情地去追求自在安闲、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态度融为一体。这种生活理念根植于过
去，当我们深圳人继续高速驶向未来的时候，
还要重视传统”。

俄罗斯的媒体普遍认为，与气势恢宏、震
撼人心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不一样，深圳大运
会用另一种简约独特的创意再次征服了全世
界。这极好地表现了青春欢乐、世界友谊的主
题，成为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大联欢。

赛场志愿者。钟致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