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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杭州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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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质大提升 全民参与迎盛会

人间天堂 静候嘉宾
本报记者 张梦月

最近，不少人发现，杭州颜值有
了大提升——

横跨钱塘江的复兴大桥，画上
亮眼蓝色彩妆；

贯穿城市南北的中河高架，上
新良渚玉璧款灯箱；

经过岁月洗礼的德胜快速路，
披上温润的光影缎带……

人间天堂景，静候嘉宾至。当
“亚运时间”进入冲刺倒计时，作为
亚运会主办城市，杭州从“杭州味、
烟火气”的街巷里弄，到“国际范、精
致感”的钱潮两岸，无不在用匠心提
质，绣出赛时惊艳世人的城市环境。

杭州深化迎亚运盛会三大提升
行动，全域建设亚运城市志愿服务

“风景带”，用主人翁精神和东道主
的担当和风采，打造一场精彩纷呈
的“城市亚运”。

怎样提升城市“颜值”
三个“liang”里找答案

开门迎客，“门面”是一座城市
的颜值担当。

近日，杭州萧山机场高速收费
站完成了一次颜值提升，展翅造型
犹如踏浪欲飞的雄鹰，夜幕中柔光
勾勒出收费站顶部，既灵动又大气。

不仅如此，再过几天，萧山机场
收费站和杭州收费站两处入城口都
将装上公益宣传大屏，让乘机和驾
车抵杭的游客沉浸式体验杭州
风貌。

入城口的“靓”，是为了给宾客
留下最美的第一印象。而城市里的

“亮”，则是为了让诗画钱塘美景为
亚运盛会添彩助力。

记者从杭州市城管局了解到，
今年4月以来，杭州启动迎亚运城

市重点区域夜景灯光提升工作，全
面打造符合杭州城市气质的“水墨
淡彩”夜景灯光效果，其中重点对钱
塘江、西湖、南山路及奥体中心重点
保障线路进行系统提升。

从西湖边到奥体中心，杭州以
“锦程”为主题，对沿线灯光拾遗补
缺、串联成线，从西湖畔的温润雅
致、静态微彩，到钱江两岸的开放明
亮、动态热烈，营造出4段循序渐进
的景致氛围。

除了“靓”和“亮”，杭州对道路
平整、行车舒适提出了直观的衡

“量”标准——中外游客行车时，车
内“杯水不溢”，没有“桥头跳车”。

怎样达到这两个“高难度”标
准？杭州市城管局不断探索城市设
施养护新技术、新材料、新工法。例
如，南山路、北山街采用沥青再热再
生技术和“半柔性”面层加固，让改
造提升后的路面耐久性强、温度稳
定性好，使用寿命更长；复兴大桥进
行了无缝伸缩新工艺试点整治，解
决了“桥头跳车”问题。

杭州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已进入亚运道路长效保障期，
每日加强巡查巡检，一旦发现路面
有破损、沉降等情况，及时维护
修缮。

怎样美化“观赛空间”
3268个村社扮靓家园

对于杭州市民来说，怎样迎接
家门口的亚运会？全市3268个村
社因地制宜，打造一系列城市侧亚
运保障亮丽风景线。

和亚运场馆“比邻而居”的小
区，摇身一变穿上亚运新装，打造出

“微缩版”亚运世界，为即将举办的

赛事“摇旗呐喊”。
在萧山区城厢街道南门江社

区，单元楼道里，单调的电表箱绘上
了活力四射的篮筐；居民楼房外，立
体足球装饰和墙上的足球运动员相
映成趣。社区党委书记来肖堰说，
社区充分利用老小区围墙多的特
点，将原本老旧起皮的墙面重新粉
刷，通过手绘画等形式，让每一面墙
壁、每一根电线都会“说话”。

亚运会期间，杭州预计迎来中
外游客超2000万人次。身处闹市
街巷的小区用花花草草扮靓楼房，
令走过路过的游客赏心悦目。

在拱墅区上塘街道蔡马社区，
徐女士家中的“美丽阳台”让人眼前
一亮，吊兰、芦荟、绣球花、文竹等植
物错落有致地摆放在花架上。蔡马

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惠芬说，社区积
极开展“扮靓家园·花满蔡马”主题
行动，挨家挨户送上花籽，并发动百
余户居民美化楼道和庭院。

从城市地标广场，到旅游热门
景点，杭州打造了102个重点出彩
项目。亚运会期间，武林广场将作
为杭州市级亚运观赛空间开放，近
期的改造提升让广场旧貌换新颜，
上新的亚运倒计时牌夜间灯带拉
满氛围感；在淳安县天屿景区，4万
株映山红和月季花摇曳生姿，独具
特色的山地夜景灯光秀，为千岛湖
的夜晚增添了一道绚丽风景线；在
上城区荷花池头，“西湖揽胜·十里
荷花”主题装饰，为老街巷描上新
妆，让市民游客一路赏景赏画，品味
街巷韵味……

怎样近距离参与
热情在运动和行动中迸发

怎样近距离参与到亚运中来？对
于普通人来说，“动起来”最立竿见影。

2022年以来，杭州市创新推动
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在全市
范围内建成以“三大球”“三小球”及
门球为主的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
3350片，共计113.1万平方米，为群
众打造了身边的“运动乐园”。

“这块场地之前荒废了好久，现
在设计得很漂亮。我每天下了班都
会来打球，家里走过来就几步路。”
上城区南星街道白塔岭社区的陈先
生告诉记者，杭州亚运会倒计时30
天前夕，南星街道“星BA”三人篮

球赛火热开幕，比赛地点正是在街
道最新建成的亚运蓝色运动角。

运动角的前身是一片废旧篮球
场，如今这里不仅可以打篮球，还嵌
入了羽毛球场地和儿童跳格子等区
域。“不仅提高了闲置场地的使用效
率，同时也让社区居民有了运动切
磋交流的场所，共享全民健身便利，
社区迎亚运的运动氛围更浓郁了。”
该社区党委书记胡晓洁说。

随亚运而“动”，还有另外一种
方式。

“Rugby这个单词是七人制橄
榄球的意思。杭州亚运会的这个项
目将在杭师大仓前校区举行。”走进
余杭区仓前街道葛巷社区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社区居民胡蕾蕾正在和
其他十几名大学生一起学习有关亚
运会比赛项目的英语。

听着老师在台上介绍每一个单
词和背后的亚运知识，胡蕾蕾一边
跟读，一边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

“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代表着杭州
城市的形象，这是我们参与亚运的
方式。”对即将到来的亚运会，胡蕾
蕾已经做好准备。

更多人用行动迸发出对亚运的
期待和热情。临平区塘栖镇拉起
269支志愿服务队伍，分层分类建立
志愿服务岗位需求及岗位配岗机
制，实现群众点单、服务队派单、志
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志愿服务
模式。

杭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杭州，已有148万余名市民报
名成为“爱杭城”亚运城市志愿者，
分布在全市3392个亚运城市志愿
服务站点上。最近，杭州还推出
220个市级“亚运文明驿站”，打造
亚运文明矩阵。

6月15日，杭州亚运会火种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成
功采集。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遗址是
中华大地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国
家文明，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文
明遗迹。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
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后，作为申遗重要组成
部分的良渚古城城址区、瑶山遗
址、外围水利设施遗址陆续以遗
址公园形式对公众开放。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供图

德寿宫始建于南宋绍兴三十
二年。它作为宋高宗赵构退位后
居住的宫殿，和当时的南宋皇城遥
相呼应，坊间人称“北大内”。从
2001年开始，历经4次考古发掘、2
年标识复原，德寿宫一直被视为浙
江“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代表作。

2022年11月18日，南宋德
寿宫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
依托考古遗址，采取了室内展陈、
数字化展示、遗址模拟展示等手
段，让人们系统了解南宋历史文
化、品味宋韵。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7月25日，阔别3年的杭州西
湖音乐喷泉回归。西湖音乐喷泉
位于湖滨三公园，建于2003年，是
从湖滨步行街走向西湖边的第一
个景观，也是很多游客必到的打卡
胜地。

此次焕新回归的音乐喷泉由以

前的每场3首歌曲增加到4首，并
特别加入了杭州亚运会推广歌曲
《爱达未来》等亚运相关歌曲。试运
行期间，西湖音乐喷泉每天19时
30分开放一场，连续播放 4首歌
曲，如遇特殊天气原因将暂停喷放。

本报记者 徐彦 董旭明 摄

良渚古城遗址点燃亚运圣火

@城市打卡点

西湖音乐喷泉焕新回归西湖音乐喷泉焕新回归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品宋韵

杭州西湖和市区风景。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王柯宇 整理）

游客在建德乾潭镇下包村胥溪天然泳场嬉水，通过环境整治提升，杭州的不少乡村成了出游好选择。 拍友 张力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