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5 体育体育2021年 4月 29日 星期四

4 月 26 日，重庆市南岸区新市场小学的孩子们利用课间时间，自发组织了一场篮球赛。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响彻球场。近年来，新市场小学鼓励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 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蒋云龙 郭 旭摄影报道
下课堂 上球场

地铁口的共享单车列队成行、整

整齐齐，马路边的老旧小区外墙刷新、

色彩绚丽，家门口的体育公园次第开

放、移步可及……城市面貌每天都在

发生可喜变化，加上街边灯牌上闪耀

着“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的主题口号

和“相约西安 筑梦全运”的宣传标语，

提醒着人们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脚

步越来越近了。

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大赛，近几届

全运会不断加快走进群众的步伐：十

一运会从筹办时就提出“全民全运”的

理念；十二运会则提出“回归节俭、回

归体育、回归全民”；十三运会开启“我

要上全运”活动，首次设立 19 个群众

项目；到了十四运会，赛事首次来到西

部，比赛将在陕西各地市举行，进一步

敞开大门，彰显“全民全运”理念。

借助举办一届“全民全运”的赛

事，陕西也在加快步调，让体育福利惠

及百姓，让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借筹办赛事之机，均衡布局各地、

各区域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将从体

育的角度增进民生福祉。为满足办赛

需求，各类场馆新建 30 个、改造 23 个，

其中 16 个“嫁接”在大学校园，其赛后利用将使办赛成果为

全民共享。通过“全运惠民”工程，一批城市体育公园集中

建成，多地将健身场地设施植入现有公园和绿地，以便利群

众日常兼顾休闲娱乐和强身健体。

筹办赛事不仅是提升城市硬件水平的重要契机，还是

提振群众精气神的宝贵平台。通过赛事筹办的引领，越来

越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自去年启动“我要上全运”百

场马拉松活动以来，从陕北高原的神木市，到秦岭山麓的丹

凤县，从历经千年的西安古城墙，到八百里秦川渭河健身长

廊，跑者身影多了起来。日前，十四运会确认举办 19 个大

项、185 个小项的群众赛事活动，“我要上全运”的引领效果

还将继续显现。

敞开大门办大赛，让人人共享体育，也让体育造福人

人。在加强体育基础建设上不断提升“硬件”，在普及健康

生活理念上不断加强“软件”，“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就会更

快 落 在 实 处 ，奔 跑 起 来 的 群 众 必 将 更 为 朝 气 蓬 勃 、充 满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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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赛事不仅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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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4月 28日电 （记者张丹华）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体育图标和主

题宣传海报 27 日发布。

体育图标是十四运会重要的视觉形象元素之一，由圆

环和代表全运会各运动项目特征的运动人形共同构成。这

套体育图标将与其他视觉形象元素结合，应用于十四运会举

办地的道路指示系统、出版物、广告宣传、各竞赛场馆及配

套设施内外的装饰、赛时运动员的参赛指南和观众的观赛

指南、电视转播、奖章证书、纪念品设计等领域。

本次残特奥会运动项目共计 47 项，分为残运会夏季项

目、冬季项目、残疾人大众比赛项目和特奥会比赛项目。体

育图标的设计遵循了动势突出、分类清晰的原则，采用了与

本届残特奥会会徽相同的曲线和色彩，运用简单的图形元

素传达每项运动的特点和运动精神，同时艺术地突出运动

员的活力。

截至目前，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视觉形象及其延展设

计已经完成，主要包括会徽、吉祥物、火炬、奖牌、奖杯、主题

口号、体育图标、海报等内容。

十四运会、残特奥会发布

体育图标和主题宣传海报

本报杭州 4 月 28 日电 （记者李中文、窦瀚洋）28 日，杭

州亚运会组委会与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签

署三方协议，全面启动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绿电交易。

绿电交易，是指允许用户通过属地电力交易中心，开展光

伏、风力发电的电量交易，实现用电零碳排放的目标。据悉，

目前浙江的绿色电力主要来自于省内光伏电站和部分省外可

再生能源发电站。通过绿电交易，来自四川、宁夏等地的电力

将运往杭州，为亚运会赛事供能。

据悉，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进行绿电交易，有望将从

2021 年的亚运会测试赛到亚运会结束的用电全部纳入绿电

交易。预计至明年亚运会结束，杭州 43 座亚运场馆和亚运村

清洁能源供能将近 5.95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约

7.31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50.75 万吨，相当于 28 万棵树一年吸

收二氧化碳的量。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场馆建设部副部长严晓

鹰说：“亚运场馆使用绿色电力，是落实绿色办会理念的具体

举措，对于加快推动浙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高质量实现

碳达峰目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提供绿电灵活柔性供应保障，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在

杭州萧山泛亚运区内新增大型城市移动“充电宝”，由 10 个可

移动式储能舱、10 个配套变压器舱和 3 个高压舱以及 4 台移

动式储能车组成，总容量达 2 万千瓦时，可为 300 辆电动汽车

充满电。当电力紧缺时，它们能及时补充电网，保障亚运会主

场馆的电力供应。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还在亚运会相关区域打造净零碳发展

领跑区，引入未来社区的概念，建设集储能站、光伏站、数据中

心站、变电站、直流站、充电站六站合一的多能互补直流微网

示范，全过程在线采集与智能分析运动员入住期间产生的能

耗，倡导低碳入住，打造亚运零碳样板社区。

杭州亚运会场馆设施将用上绿电

本报北京 4月 28日电 （记者陆娅楠）为

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体育总局 27 日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

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以上，每

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 0.9 块，形成供

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健身设施网

络 ，群 众“ 健 身 去 哪 儿 ”的 问 题 逐 步 得 到

解决。

《方案》聚焦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坚持

绿色、低碳、实用的建设理念。“十四五”时期，

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体育公园、全民健

身中心（小型体育综合体）、公共体育场、社会

足球场、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等

6 类项目建设。其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

育场、社会足球场为延续“十三五”的支持方

向，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

设施为“十四五”新增支持方向。

中央预算内投资对项目原则上按照东、

中、西部地区（含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分别享受

中、西部政策地区）分别不超过核定总投资

（不含土地费用、市政费用，仅为工程建设投

资）的 30%、60%和 80%的比例进行支持。在

上述支持比例的基础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

中心（小型体育综合体）最高支持限额不超过

2000 万元，健身步道和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

施最高支持限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公共体育

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标准足球场地按照平均

总投资 600 万元测算，11 人制标准足球场按

照平均总投资 300 万元测算，其他制式足球

场每块定额支持 30 万—50 万元。

各地发展改革和体育部门将建立工作机

制，共同做好项目的组织、协调、监督等工作，

确保项目及时开工，建成后及时组织验收。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将择机组织

检查和评估，对真抓实干、成效显著的地方进

行 奖 励 ，对 中 央 资 金 监 管 不 力 的 地 方 予 以

惩戒。

两部门联合印发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

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2.6平方米

身姿轻盈灵活、动作干净利落，跳绳者仿

佛正和色彩斑斓的花绳共舞一曲，让人眼花

缭乱，引来旁观者一阵阵欢呼和赞叹。在沈

阳市皇姑区舍利塔滩地公园，每天早上 7 点，

一支由 30 多名退休职工组成的花式跳绳队，

准时出现在这里。领跳的是一名女队员，只

见她脚步轻快、节奏感十足，花绳轻盈翻飞、

变幻多姿。

领跳者名叫马更，是沈阳市铁路系统的

一名退休职工。看着这位身手矫健、体态挺

拔的大姐，记者经人提醒也很难相信她 56 岁

了。据介绍，马更在这座公园里免费教跳绳

10 余 年 ，现 如 今 ，已 拥 有 线 下 线 上 学 员 近

2000 人。“希望跳绳运动在更多的地方得到

发展，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阳光的心

态。”这是马更的心愿。

“ 动 作 花 哨 又 好
看，一下子就爱上了这
项运动”

“第一次看到别人展示花式跳绳，动作

花 哨 又 好 看 ，一 下 子 就 爱 上 了 这 项 运 动 。”

2007 年的一天，在沈阳市北陵公园健步走的

马更，第一次接触花式跳绳，就迷上这项运

动。从那时候起，马更在工作之余，开始练

习跳绳。

“看别人跳得轻松，可是轮到自己时，才

发现确实很不容易。”一开始，马更只能练习

双脚跳的基本动作，不过几分钟就气喘吁吁，

必须得停下来休息。立志“跳得跟别人一样

好”，马更开始苦练。首先要储备体能，无论

寒冬酷暑，她都会坚持跑步；然后是抠技术细

节，“那些高手跳得太快了，我跟不上。那就

慢放视频，一点一点地学习。”她还专门去请

教老师，又购买书籍，加强自学。

“花式跳绳所用的专业跳绳分胶绳、竹节

绳、钢丝绳等不同种类，不少动作需要用钢丝

绳来完成，一旦失误就会被抽到。尤其是夏

天，穿着短裤，腿和手臂经常被抽得生疼，还留

下一道道红印子。”回忆起刚开始练跳绳的日

子，马更笑着说，坚持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收

获。渐渐地，她跳得越来越快，动作也越来越

丰富，现如今一跳绳就是两个多小时起步。

“为啥要练得那么苦？”

“当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快乐其实

就在悄悄到来。”马更可不觉得苦。

“能把自己的快乐
分享给别人，何乐而不
为呢”

在马更手里，一根细细的花绳，就像魔术

道具，可以玩出很多花样：“花式跳绳与传统

计数跳绳不同，它融合了舞蹈、技巧、音乐等

多种元素，而且花式跳绳有很多种玩法，与舞

蹈结合叫绳舞，跟体操结合叫绳操，与武术结

合还能练绳拳。”

经 过 了 初 学 时 的 模 仿 ，马 更 开 始 不 断

琢 磨 创 新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她 的 跳 绳 技 术

越 来 越 娴 熟 ，自 创 了 很 多 独 家 动 作 。 自

2009 年起，她开始走出家门和小区，在舍利

塔滩地公园里玩花式跳绳。回忆那时候在

公 园 跳 绳 的 情 形 ，马 更 说 ：“刚 开 始 就 有 不

少人围着看，然后就有人咨询，想要跟着我

学一学。”

于是，马更自费购买了 10 多条花绳和一

套简单的音响设备，就这样开始在公园里免

费教学，“能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别人，何乐

而不为呢。”渐渐地，从第一天只有 4 个人跟

着学，到如今组建起跳绳队，从五六岁的孩

子，到年逾七旬的老人，马更的朋友中常年坚

持跳绳的超过了 100 人。

近几年，随着参与线上体育锻炼的人越

来越多，马更也尝试着将自己的跳绳教学视

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进行分享，很快就收获

了 100 多万点赞和 20 多万名粉丝。“现在线上

学员有近 2000 人，哪儿的都有，最远的学员

还在德国工作呢。”收获了众多的喜爱与肯

定，让马更信心满满。

“希望跳绳运动能
够热起来，让更多人收
获健康、享受快乐”

“花式跳绳集健身、娱乐、竞技和表演于

一体，不受场地和天气影响，只需要很小的空

间就可以进行，也可以在家玩。而且千万别

小看跳绳，虽然器材简单，作用却不小。”身高

一米六五的马更，体重 105 斤，很多人都称赞

她身材保持得好，看着很年轻。

“跳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一条花

绳可以跳出健康、跳出快乐，也可以凝聚友谊，

让参与这项运动的人身心都有所收获。”在马

更的牵头下，一支由退休职工组成的“好兄弟”

跳绳队迅速组建起来。经常在前排领跳的队

员，有 3 人已是古稀之年，张国有就是其中一

位：“只要音乐一响，大伙儿就来了精神。自从

学了花式跳绳，身体健健康康，更重要的是和

大伙儿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时也能更安心。”

锻炼身体，收获快乐，一些血糖高、血压高的队

员练起花式跳绳，身子骨变得硬朗了。

从单人花式到双人花式再到长绳花式，

马更会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

人参与进来。“我希望一起玩跳绳的人越来越

多，也希望通过他们的传播，让各地爱跳绳的

人越来越多。以这样的

方式，希望跳绳运动能

够热起来，让更多人收

获健康、享受快乐。”谈

到将来的打算，马更笑

着说。

免费教学10余年，56岁的花式跳绳爱好者马更——

“绳彩”飞扬 跳出花样生活
本报记者 刘洪超

核心阅读

56 岁 的 沈 阳 市
退休职工马更免费在
公园教跳绳 10余年，
从最初只有几个学
生，到如今线上线下
拥有学员近2000人、
组建起花式跳绳队，
马更不仅通过这项运
动收获了健康的身
体、丰富了自己的生
活，还将健康与快乐
传递给更多人。

右图：马更在练习花式

跳绳单手侧抛动作。

本报记者 刘洪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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