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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庆体育十大新闻出炉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重庆体育创新思路，在坚持严密

防控的前提下，通过不懈的努力，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实现
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全
市体育工作亮点频现，在建设体育强市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为铭记这一年来重庆体育战线不容错过的精彩时刻、历
史突破和重大成就，近日，经过重庆市体育局的汇集、评选，
2020年重庆体育十大新闻正式出炉。

具体内容如下（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1.体育战疫情，促复工复产取得
重大成果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全市体育系统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取
得重大成果。

疫情发生后，市体育局第一时
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疫情防控措施，指导全市公共体
育场所防疫工作，统筹疫情影响下
的体育工作。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全
市体育系统及时出台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政策，组织召开体育产业复工复
产线上培训大会，有力促进了行业复
工复产。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市
体育系统创新形式，打造具有互动交
流感的线上赛事，逐步开放小型多样
的群众体育赛事，举办了重庆马拉松
赛等多场重大赛事，并加强《重庆市
全民健身条例》宣传推广力度，配合
市人大深入区县、部门开展《条例》贯

彻落实执法检查，推动依法健身、科
学健身经常化、制度化。

2.川渝协同，唱好体育“双城记”
2020年4月28日，重庆市体育

局和四川省体育局通过云视频的方
式签署了《川渝两地体育公共服务融
合发展框架协议》，拉开了川渝体育
融合发展的序幕。

截至2020年底，重庆市体育系
统与四川省体育系统签订28份协
议，共同举办了2020中国金堂成渝
双城铁人三项挑战赛、成渝瑜伽大
赛、首届川渝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等
100余项赛事活动，双方体育互动近
200万人次，形成双城体育融合发展
新局面。

3.寓意火凤凰，龙兴专业足球场
开工建设

6月，作为承办2023年亚洲杯
足球赛、寓意“火凤凰”的龙兴专业足
球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2
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试运营。

龙兴专业足球场是重庆市打造
的首座专业足球场，也是国内在建的
规模最大的专业足球场之一，占地面
积约300亩，观众座席约6万个，建
设定位瞄准“世界一流、时代之巅”，
可承办亚洲杯、世界杯等国际足球顶
级赛事。

12月，2023年亚洲杯重庆赛区
组委会正式成立。目前，重庆赛区各
项筹备工作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重庆特色”的要求，顺利、稳步、有
序向前推进。

4.开启焕新之路，大田湾体育场
保护与利用工程开工

6月30日，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
利用工程文物工程动工仪式在大田
湾体育场举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
个甲级体育场，大田湾体育场整体颜
值和功能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将按照“突出文物保护、做到安全改
造、注重应急避难、兼顾群众健身”的
原则打造全民健身中心，确保文物的

“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在保护修
缮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真正做到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5.纯洁体育，重庆市成立反兴奋
剂中心

2020年7月1日，重庆市反兴奋
剂中心挂牌成立，旨在构建重庆市兴
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反兴奋剂
工作的组织领导。

重庆市反兴奋剂中心以“兴奋剂
违规零出现，反兴奋剂工作零失误”
为目标，努力提升反兴奋剂工作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从组织管理、
制度建设、教育预防、检查处罚、环境
治理等多层次、多维度一体化推进全
市反兴奋剂工作，确保重庆体育事业
纯洁纯净。

6.火炉破冰，重庆市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成立

为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号召和深入实施“北冰南
展西扩东进”战略部署，重庆市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于2020年8月正式成
立，全面加强冰雪运动统筹规划，开
启了我市“展望冬奥、火炉破冰”的征
程。

11月 6日至8日，2020中国杯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在重庆华熙文
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作为世界顶
级花样滑冰赛事，中国杯连续两年在
我市成功举办。其中，重庆选手黄一
航、陈昱东夺得一银一铜，实现了重
庆冬季运动项目在国际大赛上奖牌

“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为积极备战全国冬季

运动会，我市共组建了单板滑雪、男
子冰球、花样滑冰、轮滑冰球、冰壶、
陆地冰壶、速度滑冰、雪车、雪橇等9
支队伍，力争圆满完成重庆代表团在
全国冬运会上“举旗亮相”。

此外，我市还成功举办了冰雪运
动季、冰雪运动“七进”等丰富多彩的
群众活动，极大推动了冰雪项目在我
市的普及和发展。

7.助力体育产业，“三会一论坛”
成功举办

2020年10月至11月，为推动体
育产业快速发展，我市相继成功举
办了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智慧体育大会、2020
年重庆市第四届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第三届重庆体育产业博览会暨
2020重马体博会和中国健身俱乐部
经营论坛，搭建了投资合作、融资发
展平台，促成参会各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22份。

8.刷新纪录，重庆足球队获中超
第六名

11月 10日，在 2020赛季中超
联赛第五六名排位赛次回合中，重
庆当代足球队尽管在点球大战中不
敌山东鲁能，获得中超第6，但这个
成绩已经创造了重庆足球征战中超
联赛的历史最佳战绩，创造了新纪
录。

本赛季，重庆队异常困难，赛季
初期战绩不佳。不过，随后外援回
归，则迎来了一波6连胜，创造本赛
季中超最长连胜纪录，并以苏州赛区
第3名的成绩，进入争冠组。

9.首获围棋“天元”头衔，杨鼎新
再捧冠军奖杯

12月3日，在第34届中国围棋
天元赛决赛中，重庆棋手杨鼎新2:1
战胜连笑，首夺围棋“天元”头衔，成
为了继马晓春、刘小光、聂卫平、常
昊、黄奕中、古力、陈耀烨、连笑之后

的第9位“天元”头衔获得者。

10.健身去哪儿？《重庆市提升
城市体育功能实施方案》出台
实施

2020年，我市印发并指导各区
县落实《重庆市提升城市体育功能实
施方案》，全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

截至2020年底，我市已累计建
成农体工程 7527 个、社区健身点
1400个、乡镇健身广场77个、两江

四岸健身长廊10条，资助建成城市
体育公园15个、健身步道17条，指
导主城区利用边角地建成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92个，争取中央资金3.6亿
建成296块社会足球场、26个全民
健身中心、5个县级公共体育场，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75平方米，提前
一年突破“十三五”1.7平方米的目
标。

图片由市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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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湾体育场：六十余载老伙计 化茧成蝶终有时
昔日人流如织、健身如潮

的大田湾体育场，近大半年来
成为了热火朝天的工地。严密
的围挡里，数百名工人加班加
点、忙碌异常。这一切，都是为
了这个重庆体育地标的涅槃蝶
变。

自2020年6月30日大田
湾体育场文物工程正式动工以
来，体育场外场非核心区域建
筑已全部拆除，文物修缮工作
进度已完成20%，体育场内地
下停车场土方外运累计完成
9.7万立方米，体育场至跳伞塔
区域新建体育配套建筑边坡支
护施工已完成20%。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
则体育兴。对于该项工程，市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丁洪表
示，作为市级重点工程，大田湾
体育场工程是认真落实体育
“1+5+1”行动计划、体育基础
设施振兴计划的重要举措，也
是体育助力群众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具体体现，对建设体育强
市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一座60余载体育场的
焕新之路

大田湾体育场，在重庆乃至全
国体育界，几乎无人不晓。已经建
成使用60余年的大田湾体育场，是
重庆体育的发端，是重庆体育的图
腾，留下了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的
印记。

大田湾体育场占地97500平方
米，能容纳观众4.5万人左右，由原
重庆市设计院院长、总建筑师尹淮
先生设计，于1956年竣工投入使用，
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与文
化宫、大礼堂并称为解放初期重庆
三大民心工程，属西南大区风貌特
征，是上世纪我市体育、文化等大型
活动举办的主要阵地。

因建筑年代久远，市设计院
2005年鉴定大田湾体育场看台为危
险建筑。2017年《大田湾体育场现
状测绘报告》指出，由于建筑使用年
限较长，看台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墙
体老化、抹灰脱落、用房侵蚀较为明
显、门窗及装饰构件缺失，建议立即
进行加固与保护修复。

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大田湾体育场工程，先后将体育
场工程纳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等市级相关规划。近两年来，市委、

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加紧推
进大田湾体育场工程，市体育局党
组精心筹备，从项目立项到拆迁拆
违等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度研究，
着力推进；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及渝
中区政府也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
支持。

作为业主单位的市大田湾全民
健身中心在市体育局党组的直接领
导下，在项目前期制订了工程总概
念方案及地下空间、交通组织、文保
修缮等子方案，并积极协调市级相
关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确保
了项目如期立项。在中心直接承担
的外场非核心区域建筑拆除过程
中，克服无专门机构、无专业人员、
无相关经验的现实，全力以赴做好
拆临工作，共清退租户、历史遗留住
户共160多户，协助渝中区政府完成
征收29户，直接拆除房屋2.3万多平
方米。在工程具体建设过程中，切
实履行业主职责，确保工程保质保
量推进。

2019年 12月6日，大田湾-文
化宫-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
升工程启动活动在大田湾体育场

举行，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
活动并宣布启动。2020年，6月30
日，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文物工程正式动工。

在过去一年中，尽管受到疫情
和天气的影响，但通过各单位的共
同努力，战疫情、战拆迁、战进度、战
开工，大田湾工程的进度达到了预
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对于工程预期，市体育局一级
巡视员周庆春表示，根据规划，大田
湾体育场工程将于2022年10月全
部完工，届时将会给广大市民展现
一个既有历史底蕴又极具现代化的
生态体育文化公园。”

修旧如旧，提档升级保
留原本气质与灵魂

作为历史文物，大田湾体育场
不仅承载着重庆体育的深厚历史底
蕴，也在建筑工艺也具有民族特征，
其中式传统风貌的碉楼、红墙、拱
窗、白玉栏杆等元素具有浓郁的中
国传统建筑风貌特征，颜色、质地、
行制，都堪称经典。因此，如何对它

进行修缮，也是广大市民关心的焦
点问题。

“本次修缮从体育场的建筑材
料和修建工艺，都按照当年原貌全
部还原，做到‘修旧如旧’。”据大田
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的设计
负责人、重庆大学规划与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历史建筑分院院长
胡斌介绍，通过本次修缮，消除安全
隐患，完善配套功能，让体育场格局
更加完善，使其在充分呈现出西南
大区建筑风貌的同时恢复体育功
能，更好地服务全民健身，既让人们
感受到建国初期爱国主义文化，也
能更好地传承更快、更高、更强的体
育精神。

据了解，大田湾体育场建筑中
的传统特征元素将全部保留和恢复
原样。其中，碉楼经过前期评估，完
整性和稳定性都很好，因此只会对
碉楼进行抗震性的再次提高，并对
外墙进行清理，按照原来的工艺进
行粉刷，而栏杆上的残损构件，也将
用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做法进行补
配。

未来可期，将成市民健
身休闲首选之地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
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
均明确提出“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鼓励各地推进公共体育
场馆‘改造功能、改革机制’工程”。

作为唯一的市级全民健身中
心，大田湾体育场承担着实施全民
健身计划、满足群众日益多样化健
身需求的重要任务。大田湾体育场
工程，对缓解主城市民日益增长的
健身需求与健身场馆供给不平衡不
充分矛盾，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广
泛开展，促进市民品质生活提升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保护提升，
将重要建筑彰显出来，对展示重庆
城市文化形象，提升文化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的目标为“打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
生态体育文化公园”，以体育场整体
修缮及功能完善为核心建设内容，
恢复大田湾体育场的原始风貌，在
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内场地下空间建
设地下停车库，完善配套功能，优化
周边交通组织，同时拆除片区内非
核心功能建筑，敞开外场空间，修建
体育生态公园，实现体育与生态、体
育与环境、体育与文化的更好融合。

大田湾体育场工程一方面旨在
“修缮完善，突出保护”，建成后的大
田湾体育场将恢复原貌，完善功能；
另一方面进行“科学利用，突出惠
民”，特别是在体育方面，市民健身
项目更多、健身服务更好、健身设施
更齐、健身安全更牢、健身环境更
美。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唐明
星表示：“作为民生工程、百年工程，
我们将努力把大田湾体育场打造为
市级全民健身综合体、体育产业创
新区、体育文创领头羊、都市旅游打
卡处、市民高品质生活展示地，更好
地助推体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
广大市民高品质生活，让大田湾体
育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风采。”

韩成栋 周恒
图片由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提供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效果图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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