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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北京老君堂公园足球场灯火通

明，两支腰旗橄榄球俱乐部的队伍正在进行

一场友谊赛。进攻球员腰间挂上彩色腰旗，

防守球员用拔掉对方腰旗代替冲撞对抗，以

阻止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既有战术与体力

的角逐，也有“撕名牌”游戏的欢乐。

看到大家热情投入的样子，95 后小伙孙

墨文颇为感慨。自从去年冬天他发起成立一

家腰旗橄榄球俱乐部，短短数月已经有近千

人参与活动，每周 4—5 场活动，名额往往 10
分钟就被抢光。

这个夏天，在飞盘运动率先走俏后，腰旗

橄榄球也加速“奔”向青年群体。轻器材、重

体验、高社交、低门槛，让小众项目走入大众

视野，为全民健身深入开展创造新场景。

运动场上拉近社交距离

在人们的印象中，橄榄球是一项对抗激烈

的运动，厚重的护具和高强度的体力要求，使

得普通人参与起来有一定难度。腰旗橄榄球

作为“简化版”橄榄球，延续其战术博弈和团

队协作的特点，又摆脱了对装备和场地的高

要求，低对抗性大大降低了参与门槛。“规则比

较简单，大多数新手经过两三次活动就可以

熟练掌握，甚至直接参与比赛。”孙墨文说。

孙墨文发起成立俱乐部的初衷是“让更

多人跟我们一起玩”。这项运动早在 2003 年

就被引入国内，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今年走进

大众视野，强大的社交属性是迅速“黏合”爱

好者的关键。“腰旗橄榄球需要队友之间及时

沟通和分工合作。俱乐部组织的新手场每次

30 人，活动两个小时，队友之间就能有一个

基 本 了 解 ，特 别 提 升 团 队 凝 聚 力 。” 孙 墨

文说。

依托于社群和俱乐部，满足寻找新鲜运

动体验和线下社交的双重需求，成为项目推

广的独特抓手。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参与者

找到有着相同生活方式的同伴，形成强烈的

认同感，便更愿意为这项运动持续投入时间

和精力。

80 后小伙金鑫在上海从事金融行业，去

年 10 月加入一家腰旗橄榄球俱乐部，见证了

俱乐部成员人数翻番的迅速成长。“我在腰旗

橄榄球活动中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后来在工作中也有愉快合作。”金鑫表示，在

运动场上的交往更加纯粹，兴趣爱好的一致

缩短了社交距离。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腰旗橄榄球社群、社

团约有 45 家，社区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约有

150 家。相比于足球、篮球等传统运动，游戏

感更强、男女混合组队的新兴运动更能满足

青年群体的需求，即便是新手也能迅速融入

团队。正如有人评价，飞盘、腰旗橄榄球既有

运动价值，更给人带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

线上推广形成社群互动

今年 4 月，天津姑娘赵欣佳在朋友的带

领下，第一次接触到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

没有冲撞，就算跑不快跳不高也没关系，可以

用灵活性来跑位进攻。”如今，她已经成了俱

乐部里的活跃分子，每周都会下场打几局。

让赵欣佳对腰旗橄榄球着迷的另一原因

是线上分享。每次活动结束后，她都会在社

交平台发布运动笔记，用照片和视频记录自

己的进步。“我也会翻看其他人的运动笔记，

彼此交流经验。腰旗橄榄球讲究战略和配

合，有很多学习和进阶的空间。”

感受到参与者的线上分享需求，很多俱

乐部纷纷引入跟拍业务。孙墨文组织腰旗橄

榄球活动时，每次都会邀请专业摄影师，现场

抓拍几百张照片，再将素材制作成相册和视

频供大家下载。爱好者在线上的广泛传播，

无异于天然的广告。“有很多新手就是通过社

交平台推送，被俱乐部活动照片吸引前来报

名的。”孙墨文说，这也推动俱乐部更精心打

造自己的品牌。

新兴运动带有鲜明的潮流标签，契合当

代年轻人对时尚和个性的追求。年轻用户聚

集的线上平台因此成为“孵化”小众项目的最

佳载体。打开生活社交平台小红书，“飞盘”

的相关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4 倍，“腰

旗橄榄球”的原创内容也在今年 3 月后迎来

快速增长。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近年来大众对户外

运动的热情越发高涨，给予了小众项目快速

发展的土壤。梳理这一过程，线上推广的巨

大助力清晰可见：通过线上分享引发社群互

动，推动潜在用户参与线下体验，再激发更多

线上分享，从而在青年群体中形成集聚效应

和正向循环。

市场拓展激发消费潜力

小众运动走向大众，也为健身市场拓展

出一片蓝海。尽管这门“小而美”的生意刚刚

迈出探索的第一步，但已有很多人看到其背

后的消费潜力。

参加两小时活动 60—80 元、橄榄球手套

150—300元，再加上护齿牙套 100元左右，这就

是金鑫参加腰旗橄榄球活动的花费，“一般爱

好者穿普通运动服和运动鞋也可以，较低的消

费门槛也是新手愿意尝试这项运动的原因”。

在俱乐部层面，组织一场活动包含订场地、新

手培训、饮用水、摄影等费用。“现在参与的人

越来越多，但我们俱乐部没有涨价，希望能用

性价比更高的教练和摄影师来提升运动体验，

让他们真正爱上腰旗橄榄球。”孙墨文说。

尽管从现阶段看，新兴运动尚未催生出

成熟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但金鑫看好参

与群体的消费潜力：“这些健身达人有商业价

值，充分耕耘可以挖掘出很多机会，比如赛事

组织、体育旅游、运动品牌推广等。”据悉，上

海的一些腰旗橄榄球俱乐部已经开始实现

盈利。

让大众参与常态化，让资深爱好者专业

化，最终让项目赛事化，被视为新兴运动走得

更远的关键。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王雪莉说：“对体育运动参与者来说，

有了场地和活动，让他们动起来，体育用品和

体育服务的消费自然会随之增加。”

让业内人欣喜的是，在日前颁布的《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

“极限飞盘”作为时尚运动类项目入选。而腰

旗橄榄球如今在上海已有较为成熟的中学联

赛。“新兴运动进校园，会给器材研发、教练培

训、人才储备、消费习惯养成等带来利好。尤

其是青少年，如果从小就开始玩一项运动，多

半会一直玩下去。”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

副秘书长薛志行说。

运动融合社交，吸引青年群体
—新兴运动为何这样火（中）

本报记者 李 硕 陶相安

轻器材、重体验、高社交、低门槛，

让小众项目走入大众视野，为全民健

身深入开展创造新场景。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近年来大众对户外运动的热

情越发高涨，给予了小众项目快速发

展的土壤：通过线上分享引发社群互

动，推动潜在用户参与线下体验，再激

发更多线上分享，从而在青年群体中

形成集聚效应和正向循环。

——编 者

右图：一名腰旗橄榄球爱好者在

持球进攻。这项运动的特点在于参与

者不需要穿着厚重护具，只需挂上彩

色腰旗。防守方通过拉下进攻方持球

队员的腰旗阻止进攻。进攻方持球触

到防守方底线，视为得分。完成得分

后攻守转换，40 分钟比赛中得分更高

的一方即为获胜方。

庆子翊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7月 28日电 （樊泽民、邹

筱雨）为呵护好孩子的眼睛，做好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教育部、国家卫健委

等部门下发通知，全面部署开展近视防

控宣教、义诊等工作。

日前，第二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宣讲团组织第一次集体备课。

“要当好视觉健康理念的播种者、视觉健

康知识的传递者、视觉健康技能的教练

者、健康生活方式的促成者，做到深入浅

出 ，为 儿 童 青 少 年 光 明 的 未 来 共 同 努

力。”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

人在发言时表示。

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

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

来。”4年来，经过不断实践，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初步形成了“中央推动、政府

主导，教育牵头、医技支撑，学校主体、学

生中心，部门协作、综合防控”的模式。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是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的先导。教育部指导成立全

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成员

包括专家、教育部门负责人、校长（园长）

和家长，每年举办全国爱眼日、近视防控

宣传教育月和“师生健康 中国健康”主

题健康教育活动，各地和学校逐级推进，

以“健康”为中心，动员多方力量，使健康教

育更加系统化、规模化、普及化。

以实践促发展。“双减”政策的公布，

有效促进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引导孩子多运动、多护眼。

教育部出台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等五项

管理规定，成效逐渐显现。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作为近视

防控工作结果性指标，共青团中央、国家卫健委等将此纳入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重要监测指标，教育

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校每年报送两次视力监测主要信息。

多维保障助推举措落实。教育部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力

度，设置近视防控相关专业，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对接行业发展新要求，进一步优化眼视光、健康管理等

专业。印发《学前、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明

确不同学段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要点。针对校园视力检测和

近视防控相关服务中的有关问题，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市场

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

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切实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和权益。

2020 年 8 月，教育部等 3 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试行）》，每年对各省份开展

评议考核，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一年多以来，各地不断探索

实践，部分地区成效突出。为促进经验交流，教育部遴选了两

批共 3 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区、40 个改革试验区和 142
个试点县（市、区），印发《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

（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梳理总结 10 个方面 36 项经验做

法，以供各地交流借鉴，促进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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