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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编者按：杭州亚运会赛程过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离不开赛事组织运行各方落实最强担当、最高标准、最大激情、最实责任、最严纪
律要求，全力以赴投入赛事保障工作。请跟随我们一同探访，看杭州亚运会如何精益求精、高水平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沈超 共享联盟·金华 方璟 季俊磊）“在金
华的这几天，我们感到很温暖。中秋节前后，更是感受到了欢乐
的节日氛围。”10 月 1 日，越南奥委会代表团副团长吴益军带领
越南藤球队队员，向金华亚运分村送上鲜花和手写的祝福。作
为回礼，金华亚运分村送给越南队两个中国结。礼尚往来间，温
情在涌动。

亚运会精彩比赛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后勤保障。在金华的
亚运分村、比赛场馆、食材集中仓，众多工作人员默默奉献着，他
们像一个个小齿轮，虽不起眼，却保障着亚运赛事的顺利运转。

“散场时遇到拥堵如何分流”“万一有观众突发疾病，走哪个
通道最快”⋯⋯这些问题，时常在金华市体育中心安保注册负责
人王凯的脑海中闪现。亚运会开幕后，王凯一直坚守岗位，“家
门口的亚运会千载难逢，我有幸参与护航，必定全力以赴。”

每日比赛结束后，金华市体育中心保电团队负责人舒成也会
带着团队，对场馆内用户侧相关用电线路进行红外测温和巡视。
舒成也说，赛事期间，他们要对场馆内的每一个灯头、每一个插
座、每一个话筒了如指掌，这样的状态将一直持续到亚运会结束。

这几天，来自金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叶佳琳，
忙着在食材集中仓对供应亚运会金华赛区的食材开展食品安
全检测。按照规定，亚运会定点接待饭店的每批次食材都要进
行全检，而食材到货的时间一般是深夜，所以晚上大家入睡的
时候，检测员们正在检测，等天色渐明，食材送往饭店，他们才
能补觉。

“小齿轮”保障赛事运转“小齿轮”保障赛事运转

本报讯 （记者 张银燕） 9 月 30 日晚 7 时 30 分，温州奥体
中心体育场迎来杭州亚运会女子足球 1/4 决赛，日本队与菲律
宾队展开激烈对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赛事刚一开场，体育场
上空突然刮起大风，随着滂沱大雨倾泻而下，一场应急处置战在
现场打响。

当晚是温州赛区最后一场女足赛事，共有 3.3 万余名观众
到场观赛。“您好，这是雨衣，抓紧穿上。”观众席2楼的前排座位
是无遮挡区，眼看雨势加强，志愿者和安保人员紧急出动，冒雨
把一件件雨衣送到观众手中。

“上午我们接到气象部门通知，预告晚上 8 时左右会有阵
雨，所以我们在中午准备了1万件雨衣放在信息亭供观众取用，
还储备了3万件雨衣。”场馆观众服务主任马辉告诉记者。

场内，双方队伍雨中激战；场边，观众观赛热情不减。上半
场快结束前，响了几声雷还伴有闪电，考虑到运动员人身安全，
裁判吹响口哨，宣布比赛暂停。

一场暴雨虽让赛事暂停，但观众的心情丝毫未受影响。现场
响起音乐声，观众的激情瞬间被点燃，大家打开手机灯光，融入火
热的音乐氛围，热情地玩起“人浪”。当晚8时35分，在赛事暂停
20分钟后，雨势渐小，裁判宣布运动员重返球场，赛事继续。

“这场应急处置，让我们倍感温情。”比赛结束后，观众纷纷
点赞。

紧急派发雨衣暖了观众心

杭州亚运会淳安赛区的医疗直升机机组人员对直升机进行仔细检查和维护。 本报记者 彭鹏 拍友 吴元诚 摄

亚运赛程过半，10 月 2 日晚，精彩
的一幕幕正在不同场馆上演，运动员和
现场观众们最牵挂的，莫过于记分牌上
跳动的实时分数。

在赛场和各种转播平台上，观众在
裁判员确认成绩之后5秒内就可收看到
赛事信息。这依托于杭州亚运会准确、
稳定、实时的赛事成绩发布类系统，它
采用了全球综合性运动会上，成绩发布
环节最快捷、最实用的新型技术。

杭州亚运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记分牌背后接入的，是一
个“云上大脑”——基于云计算建设的赛
事成绩发布类系统。基于该系统，赛场上

的计时记分设备将录得的成绩
导入至“场馆成绩系统”，进而

再推送到云端的“中央成绩系统”进行统
一汇总，输出提供给其他各类系统调用。
比如，官网、INFO 系统、评论员信息系
统、智能亚运一站通、杭州亚运行等，数据
源头都来自于中央成绩系统。

赛事成绩发布类系统每天要实时
处理大量的关键信息。以 9 月 27 日为
例，当天共进行 30 个竞赛分项、379 场
比赛，涉及场馆36个，场馆侧累计上报
109393 条赛事信息数据（ODF 数据），
中央成绩系统向官网、INFO、智能亚运
一站通、杭州亚运行等各大信息发布平
台累计推送358567条赛事信息数据。

从赛场到记分牌，每场比赛的成绩
数据，要经历获取、计算、存储、传输等
4 道技术关卡，最后几乎无感地实时、

准确地呈现给大家。
每个技术环节都进行了技术创新

和保障。在场馆现场，计时记分设备和
场馆成绩处理系统力求稳定。

在计算侧，依托云平台充沛的算
力，赛事系统可以将计算任务分发到云
平台多个节点上并行处理，大幅提高数
据处理的效率和速度，确保系统能够实
时计算及更新比赛成绩数据。

在数据存储侧，利用云原生的分布
式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可实现数据的
存储、跨系统同步机制和容灾备份。同
时，结合云端实时监控和告警能力，及
时发现并处理系统异常或故障，最大程
度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传输侧，亚组委专门建设了 54

个亚运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云平台
数据中心的专网，用作传输保障。

此前，亚组委组织了 6 轮技术联调
演练，为赛时系统稳定运行提供了最可
靠的演练和最坚实的保障。

据了解，杭州亚运会是首届云上亚
运，包括赛事成绩发布类、赛事管理类、
赛事支持类等三大核心系统群 100%
实现上云。

三大核心系统群将注册管理、竞赛报
名、赛事成绩等赛事信息安全地汇聚在云
计算底座上，并通过API、文件传输等接口
统一输出，实现各类数据
准确、即时的一键输出，最
终也会实时呈现在现场
及线上看到的记分牌上。

揭秘杭州亚运会奖牌榜背后的技术

成绩发布仅需5秒，怎么做到的
本报记者 朱 承 张梦月 通讯员 詹永喆 方龙波

全力保障，只为精彩纷呈

“杭州给我的整体的感受是有家的
感觉，亚运村的设施和设备非常齐全，
让我们可以安心备战。”中国代表团体
操运动员张博恒近日表示。

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
赛要求，杭州亚运会为运动员提供了哪
些细致又贴心的服务与保障？

运 动 员 村 ：提 供
“家”的温暖

作为运动员“赛时的家”，杭州亚运
村运动员村为运动员们提供了舒适且
贴心的保障。

亚运村是本届亚运会最大的非竞
赛场馆和提供保障服务时间最长的场
馆之一，24 小时全天候为运动员及随
队官员提供服务。为了给运动员们提
供一流的生活环境，杭州亚运村在吃、
住、行、医、购、娱等方面作了精心设计
与安排，尽最大努力完善“家”的功能，
尽可能满足运动员的多元需求。

亚运村运动员村赛时共使用37栋
楼、2696 套房，并配有 24 小时运转的
超级居民服务中心和住宿服务台，随时
为运动员提供相关服务。考虑到部分
运动员的特殊需求，部分床位还配置了
床伸展器，床的长度能调节到 2.2 米以
上。村内备有百余辆 14 座电瓶车，为
运动员提供全天候的村内日常交通接
驳服务，同时配有 24 小时服务的抵离
专线。亚运村还在各住宿小区门口放
了几百辆杭州特有的“小红车”（公共自
行车），免费供运动员们在村内骑行。

为确保第一时间为运动员提供专
业的医疗与心理服务，运动员村设置了

3600 平方米的综合门诊部，配有医务
人员和工作人员103名，为运动员提供
每天 16 小时的医疗门诊、24 小时的紧
急医疗服务和定点医院转诊服务。

除此之外，村内还有 8000 平方米
的健身中心、3000平方米的商业区，不
定时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村内的文化
小屋和乐活市集，多维度为参观者提供
文化展示、非遗活动、数字化体验等服
务。

餐饮保障：让运动
员留下美好记忆

杭州亚运会期间，运动员们“吃”的
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自筹备工
作开展以来，食品安全指挥中心坚持

“安全、绿色、优质、多元”的餐饮服务理
念，努力做到让各代表团运动员吃得安
心、暖心、舒心。

亚运村、亚运分村的运动员餐厅提
供标准和政策相对统一的餐饮服务，希
望用精致的餐饮服务，让运动员在每天
斗志昂扬的出征之前和疲惫困倦的鏖
战之后，都能在餐厅得到最大的身心满
足。截至 9 月 30 日，运动员餐厅开餐
运行后的第 22 天，已有 31 万余人次的
运动员、随队官员等在亚运村、亚运分
村和接待酒店餐厅用餐。

杭 州 是 一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浙
江 是 著 名 的 旅 游 文 化 胜 地 ，当 亚 运
会邂逅“杭帮菜”，运动员村的餐厅
菜单纳入了“杭帮菜”的经典菜品和
浙菜“味美浙江、百县千碗”菜品，从
村 内 问 卷 调 查 的 统 计 数 据 来 看 ，宋
嫂鱼羹、红烧排骨、糖醋虾仁等菜肴

很受运动员们喜爱。

医疗保障：以运动员
的生命健康为第一要素

杭州亚运会为参赛运动员建立了
完整的医疗救治体系，包括各场馆的医
务室、医疗点、亚运村综合门诊部、定点
医院和完备的急救网络。医疗卫生领
域以保障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为第一要
素，推出了诸多贴心且暖心的举措。

杭州亚运会共设置医务室133个、
竞赛场地医疗点 127 个，配置了 129 辆
救护车，在淳安赛区、桐庐马术场地和
象山亚帆中心各设置了 1 架医疗直升
机，提供直升机医疗应急救援服务。同
时，选拔出来的 1884 名外语能力突出

的医生、护士，为所有运动员提供完善
的医疗、急救及转诊服务。

其中，定点医院的设置是此次亚运
会医疗服务的一大亮点。本次亚运会
中遴选了 40 家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为
整个赛事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在不影
响日常患者正常就诊的情况下，为缩短
运动员就诊时间，大幅度提高就医效
率，设置了相对独立的亚运诊疗区域。

参与医疗保障人员的英语水平
能 满 足 日 常 诊 疗 和 急 诊 急 救 的 需
求。在接诊过程中，如果遇到非英语
母语的运动员，医疗服务主任会立即
协调场馆语言服务主管调配相应的
小语种志愿者进行实时翻译，实现无
障碍沟通。

（本报通讯员 杨亦淇 本报记者 张梦月）

精心安排吃住行医购娱

让运动员有回家的感觉

9月29日中秋节，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餐饮团队在媒体餐厅准备了数十种糕点。
本报记者 彭鹏 拍友 蔡小飞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俏言）“中国队又拿金牌了？”“那当然，这
个团还是我‘带’的呢！”杭州亚运会开赛以来，赛事车辆运行准
点团队具体负责人李俊琦最有成就感的瞬间莫过于此。

整个团队 27 个人，挤在一个不到 30 平方米的工作间。他
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基于可视化、数字化系统，与各发车区、场馆
区管理团队以及 370 公里通勤线路沿线大队交警配合联动，对
行车时间“精打细算”，做读秒的“绣花功夫”，确保每天 2000 到
3000班次的亚运赛事服务保障大巴准点到达。

“乘坐这些大巴的，主要是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记者等，
如果不能准点到达，就会影响到比赛和采访。”李俊琦和伙伴们
明白肩上责任重大，每天早上6时半就开始启动准点管理工作，
根据实时路况信息，提前预测每辆班车实际运行时间、处理着系
统随时会发出的延误预警信息。

10月1日，一辆从杭州亚运村出发去淳安运动员分村的大巴
发出可能延误的预警。这条路线涉及到杭州城区、高速和淳安路
段，李俊琦协调了三个区域的交警警力，通过沿途的信号绿波保
障、沿线警力联动配合、提前打开高速收费站以及淳安场馆的提前
配合，一棒接着一棒，为运动员们“抢”出了珍贵的10分钟。“准点
到达！”李俊琦和伙伴们默契一笑，这个团“带”完，他们立刻把精力
放到了其他赛事车辆上。

亚运期间，除了依靠亚运安保指挥平台交警应用赛事系统
对道路运行状况进行分析研判外，交警团队也会根据道路上瞬
息万变的车况做好准备。每天晚上，李俊琦和伙伴们都会对第
二天可能会延误的线路进行重点梳理。“比如10月3日，返城车
辆可能会逐渐增加，与返城路线重合的几条线路和时间段，就需
要我们重点关注。”他说，保障从车辆出发之前就开始了，赛事高
峰时段是上午八九时以及下午一二时，最多的时候，他们需要同
时监管300余辆赛事保障大巴。

“从亚运开赛以来，每天亚运专用道的启用率不到 1%，我
们尽量把亚运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李俊琦说，截至 10 月 2
日，准点团队总共保障了赛事通勤车辆班次28137班次，赛事车
辆零延误、准点率达 100%，“尽管我们从未有时间看过一场比
赛，但我们觉得参与感很强，很值得！”

100%准点率背后的“精算师”
杭州杭州

金华金华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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