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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杭州第19届亚运会
火炬传递正式开跑。106棒火炬手从
涌金公园广场出发，沿着南山路、湖滨
路、环城西路、北山街奔跑，再从西泠桥
进入孤山路，直至平湖秋月收火，5.2公
里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特质尽揽其
中。

这条承载着梦想和激情的火炬传
递路线是怎样出炉的？日前，本报记者
独家专访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
心运行团队，揭开“西湖线”背后的杭州
故事。

方案经历三次大调整

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路线方案，最
早从2021年开始筹备。今年6月中旬，
最终版方案获批。

方圆8000多平方公里的杭州，为
何要将火炬传递首日地点定在西湖？

“杭州有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西湖
是最有名的，是杭州最有辨识度的地
标，因此我们在考虑路线时，首先要把
西湖的故事给讲好。”杭州亚运会火炬
传递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杜作锋说。

讲好西湖故事，看似寻常，个中却
有许多讲究。

杜作锋告诉记者，将西湖定为火炬
传递起跑点后，方案共经历了三次大调

整。他们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一方
面要讲好西湖故事；另一方面又要把对
城市正常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第一版方案中，起跑仪式放在孤山
草坪，沿着西湖大道进入南宋御街、鼓
楼，再从望江路进入之江路，经过钱江
三桥后抵达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我
们考虑到这样传递会对整个城市的交
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接下来的调
整中，我们将完整的一天拆分成两天传
递。”杜作锋透露。

第二版方案中，首日传递去掉了
“过江”部分，依然从孤山开跑，但在哪
里收火，意见不一。在讨论中有人提
出，首日传递在断桥附近收火，整条线
路全长1.8公里，安排19棒火炬手，以
此呼应“杭州第19届亚运会”。

这个方案可行吗？商讨中大家发
现，如果杭州首日传递仅安排19棒火
炬手，相当于第二个传递日（9月20日）
要由300多棒火炬手来完成，而彼时亚
运已临近开幕，300 多人接力的“战
线”，同样会对杭州交通带来不小压力。

经过一系列综合考虑，最终定下现
今的方案。同时，采用了“分时分段梯
次封闭，梯次解封”的交通管制方法，尽
最大可能减少传递当天对城市正常交
通的影响。“三面云山一面城，杭州市中
心最美的一面，通过首日传递的5.2公

里得到充分彰显，让全中国、全亚洲看
到一个美丽的浙江。”杜作锋说。

6次测量只为点位精准

讲好西湖故事，“人”至关重要。
细看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杨芊玥手中的路书，答案浮
出水面。这本厚厚的路书上，仔细地标
注了每一棒火炬手跑过的长度，以及交
接棒点位对应的准确位置。“平均下来，
每位火炬手运行长度为48米，沿途碰
到有垃圾桶、树木特别茂密、影响拍摄
光线等问题时，前后会有几米微调。”

为了能让106棒点位尽可能精准，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今年4月开始，对
火炬传递路线进行了6次全线测量，一
米一米“抠细节”。比如，在北山街，遇
到海盐馆、西湖博览会博物馆、中国共
产党杭州历史馆等地标建筑时，点位都
必须精准地贴在地标正前方。“大量的
前期准备，都是为了火炬传递当天能够
快速精准地找到点位。”杜作锋说。

讲好西湖故事，“由谁讲”很重要。
“在火炬手传递点位的安排上，我们也
做了精心考虑，让有故事的人跑在有故
事的地方。”杜作锋透露，火炬传递指挥
中心综合考虑了火炬手和传递路线上
相关点位的关联，做到火炬手的点位和

标志性的路段相互关联，尤其是第一棒
和最后一棒，更是精益求精地选择最合
适的人选。

让每一棒都“跑过风景”

短短5.2公里，却是万众瞩目。怎
样让每一棒火炬手都能“跑过风景”？

杭州市运保指挥部环境提升专班
副主任、城管局副局长邵伟华介绍，围
绕火炬传递路线，杭州市从今年3月开
始，重点提升沿线环境氛围布置，“西湖
的气质是水墨淡彩的，任何一点改善和
提升，都要注重动与静、绿与彩的协调，
让景观小品和西湖风景相得益彰。”

杭州在火炬传递路线沿线设置了
17处绿化景观小品，并对道路两侧建筑
立面、飞线管线、店牌店招、夜景灯光、
第五立面等进行了提升改造。

上城区湖滨路步行街换上了10块
360°全景小方屏，滚动播放亚运宣传
信息；青少年宫广场“上新”了运动主题
的景观小品；北山街树池树穴通过时花
种植，不仅解决了黄土裸露的问题，也
为道路沿线点缀出缤纷色彩……

“通过景观提升，能更好地衬托出西
湖文化和西湖韵味，希望在亚运期间能
将‘人间天堂、最美杭州’呈现给市民游
客，为亚运盛会增光添彩。”邵伟华说。

揭秘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

首日路线，为何独选西湖
本报记者 张 彧 张梦月 通讯员 马 丁 实习生 刘佳明

揭秘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

首日路线，为何独选西湖
本报记者 张 彧 张梦月 通讯员 马 丁 实习生 刘佳明

本报杭州9月8日讯（记者 叶怡霖
王逸群）初秋的西湖，青黛含翠，桂香
幽幽。8日上午7时，从涌金公园广场
到平湖秋月全长5.2公里的杭州亚运
会火炬传递线路两侧，数万名市民群
众围观等待。两个小时后，亚运火炬
进入大家的视野，他们用力挥动手上
的旗子，大声欢呼：“杭州加油！亚运
加油！”

这是一场数万人与亚运精神的“双
向奔赴”，甚至有人特地从远方赶来。

许女士一家早上7时就到了北山街，他
们从江苏过来，就住在西湖附近的酒
店，还提前一晚来踩了点。“我不知道火
炬手的具体位置，但断桥可是西湖的地
标，选在这附近总不会错！”

有人与火炬“偶遇”。身着红色运
动服的陈馨刚刚绕西湖晨跑完一圈，在
围观的人群中尤为亮眼。“我保持晨跑
的习惯已经有8年了，西湖是我最喜欢
的跑步地点，刚好又遇上亚运火炬传
递，作为体育爱好者能够亲眼见证，有

一种特别的仪式感。”陈馨说。
有人默默准备了一个月。火炬即

将传递到断桥时，歌舞表演《人间西湖》
及越剧《白蛇传》先热了热场。饰演小
青的黄龙越（杭）剧团演员余玉蝉告诉
记者，为了今天，她已经准备了一个月，
还在凌晨过来排练。“从艺20多年，平
时都在舞台上演出，这还是我第一次在
断桥实景演绎《白蛇传》的故事。”她说，
能够在亚运火炬传递的时刻，向世界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分列在火炬手两旁的火炬护送
员、志愿者，也为这场火炬传递而激
动。“很早就从学校出发了，特意带了
小红旗，为亚运加油，为杭州加油！”在
杭州读书的大学生何剡童说。与她一
同来的还有廖思漫、李洁两名同学，她
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亚运志愿
者，“作为‘小青荷’，希望能在杭州亚
运会上为自己的青春留下浓墨重彩的
印记，也向世界展现我们志愿者的精
神面貌。”

数万市民游客观看火炬传递

与亚运火炬来一场约会

（上接第一版）
15年前北京奥运会，她在雅典卫城

作为“中国第一棒”接过了刚刚成功采火
的奥运火炬；

15年后，她再次站上起点，这次的
身份换成了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的第一
棒，“在雅典，那是特别神圣的一棒，非常
难忘。现在在家乡进行火炬传递，我觉
得这已不是我个人的荣耀了，我代表着
运动员的群体，也代表着1200多万的杭
州市民。”

手中的火炬从“祥云”更迭成了“薪
火”，虽然物理重量只增加了215克，但
罗雪娟觉得握在手中“更显沉重”：“我希
望自己的这一棒能开个好头，因为亚运
会的影响是世界级的。我们期待这样一
届综合型运动会太久了，从8年前申亚
开始，就希望着能通过这样一届盛会，邀
请四方来宾，来看看浙江这块飞速发展
中的土地。”

接火，起跑，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十
米，但这一次，曾经的“世界蛙后”罗雪娟
跑得尤为专注。一直匀速前行的她，不
时微笑着挥挥手，回应着周围此起彼伏
的欢呼声。这一幕让人联想起33年前
的火炬传递，对于许多亲历者来说，那是
人生中从未熄灭的一束光芒，温暖且有
力。

亚运火炬，其道大光。两千多年前，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祭坛上点燃火
种，由善跑者手持火炬，奔走相告，火炬

所到之处，战士们纷纷放下武器，暂时忘
记仇恨，共赴奥林匹亚。从那时起，综合
性运动会前的火炬传递就一直是和平、
团结与友谊的象征。

杭州亚运会的火炬，名为“薪火”，意
在“相传”。这支73厘米长的火炬上，有
着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就地采集火
种，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
遗址，点燃亚运之火；第一次采用“方形
桶身”，展现方圆相融、刚柔相济的中国
式设计美学……

从炬冠的四面射角、炬身的良渚螺
旋纹到穗尾的中国结，“薪火”的纹样设
计无一不嵌入了良渚文化的设计要素。
纹以载道、以器传礼，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底蕴与现代体育盛会的精神象征，以“薪
火”为载体传承创新，同生共融。

“薪火”的每一次手手相传，既是奥
林匹克精神内核的初心传承，更是优秀
文化创新魅力的集中展现。

（二）
火炬手们跨越山海而来，跳跃的火

苗让蓬勃的力量涌动、汇聚。这一刻，体
育又一次将世界团结在一起。

“铿锵玫瑰”女足队员王霜、东京奥
运会首金得主杨倩……高擎火炬跑过的
身影里，不仅有不少大家熟悉的体坛明
星，还有更多来自各领域的先进模范代
表、扎根基层一线的“不平凡的普通
人”。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是一把把燃烧

的火炬，如今又站上亚运舞台，向世界讲
述鲜活可感的杭州故事、浙江故事、中国
故事。

“我终于圆梦了！”早早等候在点位
上的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水福，和缓缓跑来与自己交接
火炬的残奥冠军宋懋璗轻轻拥抱，共同
挥舞起手中的火炬。作为第一代浙商杰
出代表和土生土长的杭州人，68岁的王
水福已为这场家门口的亚运会等待了几
十年。在他看来，外界常用来评价浙商
创业精神的“四千”精神，恰也是杭州亚
运会的精神内核。透过亚运，世界将再
次看到开拓创新、勇毅前行的浙江。

“身为一名环卫工人，我做梦都没想
到能有机会参加火炬接力。”老家在河南
的杭州宸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保洁班班
长徐俊昌，特地理了个发。他的家人正
通过直播镜头见证他手持火炬奔跑的样
子——火炬传递不过短短几十米，却浓
缩着徐俊昌在杭州的21年逐梦之路。这
一刻，他与第二故乡同频共振。

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台江民族中
学终身名誉校长陈立群跑完自己这一棒
后，特地将火炬的照片发给了远在千里
之外的学生们。过去七年里，他奔波在
西部崇山峻岭间，让一所所山区学校悄
然蜕变。在火炬传递现场，他最惦记的
还是孩子们，“他们不能来杭州看亚运
会，我想把火炬精神带到他们身边，共享
亚运。”

“共享”二字，同样是杭州亚运会火
炬手选拔时始终遵循的重要理念。
2000余名火炬手来自国内外、涵盖各行
各业，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84岁，
甚至还有30名火炬手是通过线上主题
活动抽签产生的。这些幸运儿来自不同
地域，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生活背景，但都
将在这次亚运会的火炬传递中，定格下
生命里浓墨重彩的瞬间。

在数字世界里，这支代表着光明、团
结、友谊、和平和正义的火炬，已被点燃
数千万次。6月15日，随着杭州亚运会
火种采集仪式结束，数字火炬手的线上
火炬传递活动同步启动。目前，已有
8400多万人参与其中。数实结合、不设
门槛、没有限制，让亚运会火炬传递首次
实现跨时空的“全民参与”。不同城市、
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们，因为火炬而
相聚，又将亚运精神和热情散播到世界
各处。

盛世盛会，全民共享。光芒璀璨的
“薪火”用自己的方式昭示：唯有绵延不
断的赓续才能到达光辉的未来。

（三）
奔跑的脚步不停歇，熊熊的火炬在

前进。这一刻，亚运的激情正在升腾发
散——

来自金华的秦淑群一早就来到火炬
传递沿线的断桥，“从良渚取火种的那
天，我就在期待着！尽管9天后亚运火

炬会来到金华传递，但第一站更激动人
心，我要为杭州亚运会加油！”

湖滨音乐喷泉沿途，60名杭州上城
区的教师齐声唱响杭州亚运会主题曲
《同爱同在》。“为了今天的亮相，我们的
队员已经排练了近两个月，大家都希望
用最好的精神面貌给火炬传递助威加
油。”上城区文化馆馆长王厚琦说。

再将视角拉远，杭州大学路社区，初
代健美冠军傅建陈正带着社区老人一起
做矿泉水瓶操、橡皮筋操和手指操，为亚
运助力。这样的场景已成一万余块“金
角银边”中的日常……

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薪火”相
传，传递的是“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的宏图壮志，展示的是亚运之城的生机
活力。

“杭州亚运会的火种，是文明之火、
奥林匹克之火和数字之火的有机结合。”
三个月前，火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点
燃，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副指
挥长杜作锋充满激情地向世界宣布。

今天，这簇来自五千年前的文明之火
穿梭时空，将走遍之江大地；再过15天，
它又将化身数字之火，以“数实融合”的形
式在杭州亚运会主会场“大莲花”点燃。

这样前无古人的点火方式，是杭州
这座“数字之城”面向世界最好的“自荐
词”。亚运会，并不只是一场运动会，还
是展示举办地形象的舞台、检验综合实
力的平台。

浙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万
亿级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37缩
小到1.9，同时建成了全国首个生态省，基
本建成全域美丽大花园，逐步呈现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20年来，坚定不移深
入实施“八八战略”推动浙江大地发生了
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实
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外贸大省
向开放强省、环境整治向美丽浙江、总体
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跃迁。

跑遍11个设区市，“薪火”相传，传
递的是浙江推进两个“先行”的底气，展
示的是富民强省、绿色发展的生动图景。

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
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
各界友好人士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和
人民充满信心，将在杭州举办一届精彩
纷呈的亚运会。

对国人来说，杭州亚运会不仅是一
次体育盛会，更有其深远的意义：它是中
国发展道路的见证，更是中国通向世界
的桥梁。

大鹏一日同风起。“薪火”相传，传递
的是大国信心，展示的是新时代的中国
形象。这势必成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重要机遇和持续动力。

今日，“薪火”从这里启航。
在这个硕果累累、穰穰满家的白露

时节，在无数文人雅客吟咏赋诗的浙江
文化象征地，我们期待亚运火炬跑过更
多风景，点燃更多梦想。

今日说
逯海涛

诗画江南，秋水远山。9月8日，在
如梦如幻的西湖风景中，一簇簇熊熊燃
烧的亚运圣火“薪火”成炬。

“火”起来，亚运！这是火的升腾，
更是手与手的传递、心与心的相融。

“火”的是一股浙江人的精气神。第
一棒罗雪娟和第二棒张勇在交接棒时，
摆出了“弯弓射大雕”的POSE，气势满
满。随后各棒火炬手纷纷摆出创意十足
的传递姿势，定格这荣耀一刻。杭州站
的火炬手来自各行各业，有先进模范、著
名运动员、基层工作者、浙江工匠等。在
一棒棒火炬传递中，浙江人敢为人先、勤
奋实干、勇立潮头的精气神在世人面前
有了具体的“人”，愈加鲜活而鲜明。

“火”的是一个省域的精彩蝶变。

人群中那些自发跟随圣火一路奔跑的
“粉丝”，他们手举相机不停记录，生怕错
过哪个传递环节。这不禁让人们想起
1990年时，北京亚运会圣火在杭州传递，
同样是人山人海、气氛爆棚。而这一次，
杭州成了主场。正如第57棒火炬手白
岩松在和市民互动时说的：“杭州一定能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过得更好。”33年的薪
火相传，映照出一座城、一个省的精彩蝶
变。“浙江之窗”展现“中国之治”，如今的
浙江更要永立潮头。

“火”的是诗画江南的一抹浪漫。
转播镜头中不时出现的湖山胜景，跟随
着火炬的传递，一同传向了世界。东方
山水的美学意蕴和动感现代的亚运盛
会，进行了奇妙的“联名混搭”，充分展
现了“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独特魅
力。无论是启动仪式上的文艺表演，还
是“圣火之路”上的山色湖光，场景、细
节、流程，无不浸满了浓浓酽酽的江南
气质、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浪漫。

“火”起来，亚运

本报杭州9月8日讯（记者 叶海）
8日，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启
动。2000余名火炬手将在全省各地陆
续接力传递。为了让更多网友“体验”
手持火炬参与传递，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特别策划推出了创意互动融媒产品“我
是亚运火炬手”。

该产品以手持火炬奔跑的火炬手形
象为主体，以火炬传递路线中11个设区
市的经典地标和特色元素作为背景。网
友只需通过点击开启“杭州亚运会火炬
手体验之旅”，选择性别及传递城市之

后，上传五官清晰的个人正脸照片，在
AI“人脸融合”技术加持之下，一键点击
即可生成每个人的专属火炬手海报。值
得一提的是，产品还贴心地提供了美颜
功能供爱美的网友进行个性化选择。

整个亚运会火炬传递期间，欢迎
网友登录浙江在线新
闻网站及浙报集团旗
下各大新媒体平台参
与活动，一键开启“杭
州亚运会火炬手体验
之旅”。

亚运火炬手 网上来体验

扫一扫 来体验

这一刻，曾经的“世界蛙后”、杭州姑娘罗雪娟期待了整整8
年。9月8日上午，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正式启动。看着亚运火
种点燃自己手中的火炬，她脸上扬起微笑，喜悦的泪光也爬上眼角。

2015年，罗雪娟作为杭州的申亚大使，在土库曼斯坦参与
了杭州申亚成功的荣耀时刻，成为杭州亚运会的重要见证者。
就在几天前，她又接到了担任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第一棒火炬
手的邀请。

几十米的火炬传递路很短，但罗雪娟想了很多，杭州亚运
会筹办过程中的一帧帧节点画面一一闪过脑海。“心情很激
动，八年前我们申亚成功，就是想邀请四方宾客都来看看走
走，今天终于成真了。”她说。

“其实我自己也是几天前才得知会成为第一棒火炬手，很惊
喜，一晚上都没睡好。”罗雪娟说。杭州人、奥运冠军、申亚大使，
这些“关键词”在罗雪娟看来，都不是自己理所应当成为首棒火
炬手的理由，“我只是感到荣幸。其实当站上起跑点的那一刻，我
代表的就不是自己，而是运动员群体，是1200多万的杭州人。”

罗雪娟曾经历过多次火炬传递，但这一次因为在家乡执
炬奔跑，尤为不同，“感觉更从容，也更享受。”

心态的转变，源自内心的成熟，更来自于她对家乡的信
心，“一个综合性运动会是城市展示自己最好的机会。这些年
来，浙江不管经济、文化、体育的发展都很迅速，亚运会正是让
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最好机会。”

如今的罗雪娟，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计划带孩子来杭
州看比赛。她的计划表里已经“瞄准”了不少项目：田径、高尔
夫、电竞都在她的“抢票”清单里。当然，最放不下的，还是泳
池。尽管已退役16年，她依然保持着经常游泳的习惯。

在罗雪娟看来，亚运会作为浙江体育的一个支点，就是一
个新的开始。她用亚运场馆举例，因为家附近有了亚运场馆，
许多市民会因此多一些出去运动的动力，也会带着孩子去看
看走走，“体育的种子会因此在更多人的心里发芽、扎根。这
也许才是亚运会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2018年后，罗雪娟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任
教。有了两个孩子后，她的重心更倾向于家庭。工作性质和孩
子带来的思考，也推动着罗雪娟有了新的规划：对于青少年培
养而言，如果能将体育和教育更深入融合，会带来怎样的“化学
反应”？这是接下来几年，她希望专注探索和投入的领域。

曾经的奥运冠军罗雪娟，如今正努力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
多元。正如她手中挥动的火炬“薪火”，将点燃更多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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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棒火炬手、奥运冠军罗雪娟在奔跑。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市民游客欢迎火炬手。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林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