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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晨曦微露，位于陕西省西

安市碑林区的长乐公园已经热闹起来。

太极拳爱好者伴着舒缓的音乐拉开架

势，套路行云流水，动作刚劲有力，展示

着积极向上的精气神。70 岁的贺晓青在

人群中忙碌着，时而演练示范，时而提点

纠正。

作为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的资深教

练，贺晓青曾多次参加国家级比赛，20
年来走遍西安市各大运动场，教学健身

爱好者超过 2000 人。去年，她以领队兼

教练的身份率西安市新城区代表队出战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运

会”）群众项目健身气功城市街道组比

赛，“这次参赛经历值得铭记”。

和贺晓青一样，很多西安市民难忘

十四运会的举办。2021 年，西安承担了

十四运会开闭幕式和多项竞赛组织工

作。赛后，乘着“用好一次会，搞活一座

城”的东风，西安形成了“月月有比赛、周

周有活动、处处有健身”的运动氛围，万

余个体育场地解决了群众“哪健身”“咋

健身”的实际问题，“15 分钟健身圈”成为

全民共享全运成果的健康生活新平台。

场馆赛后利用，补
强场地设施短板

“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真草皮上踢球，

感觉太棒了！”结束一场足球赛后的郑璐

感叹。这块场地，曾是西安奥体中心体

育场的训练场，十四运会赛时，短跑名将

苏炳添、马拉松好手多布杰都在这里训

练。今年，训练场被改造成为大众健身

足球场，包含 1 块国际标准球场、2 块七

人制球场和 3 块五人制球场。

为承办十四运会，西安新建改造比

赛场馆 8 个。赛后，为了使广大市民享受

全运惠民成果，提升全运会给人民群众

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西安市十四运

会场馆赛后运营管理指导意见》发布，鼓

励场馆实现规模化、专业化运营；同时，

采取专项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满

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郑璐只是享受到

“场馆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

民”成果的第一批市民之一。

“小时候刚接触篮球，是在学校的水

泥场地上，一摔倒就会蹭破膝盖。”家住

灞桥区纺织城的 39 岁市民赵俊峰体验过

西安奥体中心篮球场后，兴奋地说：“现

在的篮球爱好者真是幸福，能够在十四

运会的比赛场地上打球，真实地感受高

质量场地带来的乐趣，为全运会点赞！”

而全运场馆的开放利用，也只是西

安市近年来建设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的一个缩影。“全运成果不断拓宽，随着

十四运会比赛场馆、公共体育场馆常态

化向群众开放，群众健身场地将更加丰

富。”西安市体育局局长马锐说，西安利

用公园广场、废旧厂房、河流沿岸土地，

规划建设了一批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

美的运动项目场地。

新城区厂矿企业、老旧小区多，健身

场地类型、总量不足的矛盾曾经较为突

出。“幸福林带全民健身长廊能有效缓解

这一矛盾。”据新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体育科科长高爱红介绍，幸福林带是西

安目前最大的市政、绿化和生态工程，配

套的健身长廊由地下 23 个下沉健身广

场、4 个体育场馆，地上 1 条 4.36 公里的

智慧健身步道、2 个球类运动广场、10 个

健身广场组成，“实现了体育健身场地与

城市基础建设的融合。”

目前，西安市已经建成渭河沿岸全

民健身长廊、环城公园全民健身长廊、大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 34 个体育园区，各

类体育场地数量超过一万个，实现全市

社区、行政村全覆盖。

涵养体育氛围，丰
富赛事活动供给

盛夏，西安市社区运动会在长乐公园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三人篮球、太极拳、

乒乓球、踢毽子、滚轮胎等群众性体育比

赛现场，充斥着欢笑和喝彩。“像长乐公园

这样的运动场所，就是咱的‘健身乐园’，

像社区运动会这样的比赛，就是咱的‘开

心赛’。”带领西安交大社区乒乓球队参加

比赛的 68岁居民周子平说。

十四运会涵养了西安市的体育氛围，

群众参与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越发丰富的

赛事活动供给也提供了广阔舞台。西安

市全民健身大会、“舞动长安”全民健身技

能大赛、城市路跑联赛、最美夜跑路线、自

行车联赛、农民趣味运动会、老年人健身

大会、中小学生航模比赛等一系列群众身

边的品牌赛事，如今已是家喻户晓。

早上不到 8 点，碑林区全民健身中心

就热闹起来，篮球场、羽毛球馆、乒乓球馆

已开门迎客。在该中心室内体操馆，西安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正在组织健身群众花

绳操免费培训。“我们这里都是 60 岁以上

的姐妹，通过培训和参赛把健康快乐传递

给大家。”65 岁的孙友萍说，健身中心建

成以来，黄金时间段低收费开放，其他时

间免费开放，经常组织群众性体育比赛，

为老年人、青少年提供免费培训，为周边

社区培养了一大批群众体育骨干。

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还要注重

擦亮品牌，以扩大影响力、拓宽覆盖面。

据陕西省全民健身与健康研究院执行院

长杨建设介绍，西安近年持续开展“一区

县一体育品牌”创建活动，开展了莲湖区

舞林大会、雁塔区门球大赛、未央区千人

千场乒羽比赛、长安区女子马拉松等一

系列群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广泛的区

县品牌赛事。

在此基础上，西安市近年来持续提升

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西安国际马拉松等

赛事品质，相继承办了世界篮球峰会、中

国跆拳道公开赛、三人篮球世界杯、国际

健美健身大赛、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巅

峰赛等系列国际重要赛会，赛事名城建设

成效显著，赛事活动供给越发丰富。

加强指导服务，传
播科学健身理念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如何更准确地

定位？西安市体育局推出“西安体育大

管家”服务平台，在场地管理、设施维护、

赛事保障、场馆预约、健身指导等方面，

每月一更新、每季一升级。

市民陈加敏是最早下载尝鲜的使用

者之一。周三去游泳馆和健身房，周日

去羽毛球馆和乒乓球馆，一年多来，陈加

敏通过线上预约最方便的场馆，再通过

平台的运动圈分享健身体验，收获了一

个“运动朋友圈”，“各场馆的资讯一目了

然，每天都有锻炼指导培训，时不时还能

组织线下运动。”

赛事活动越发丰富，如何更科学地

参与？“目前，西安市有 182 个体育社会

团体、29058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 1900
个体育晨晚练活动站点指导群众健身，

通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

导更多群众科学健身。”西安市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主任贾雨涛说。

67岁的退休职工董爱莲家住新城区，

她所在的健身舞团队，常年活动在小区、

公园的健身活动站点，免费指导群众，被

当地锻炼者称为“身边的体育老师”。“我

们现在组织有广播体操、健身操、花式跳

绳操、健身球和广场舞等 200 多个队伍、

5000多人，经常还有演出，可热闹哩。”

倡导科学健身理念，群众身边的健

身指导服务常态化开展。西安市体育局

副局长邵芳说：“通过市、区、社区三级国

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站（点）服务

网络覆盖全市，14 个区县级监测站、20
个监测点常态化开展监测服务，年均监

测总量近 5 万人（次），国民体质合格率

达到 91%以上，运动处方不断推广，科学

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乘着十四运会的东风，西安市健身

场地设施、体育赛事活动、体育组织网络

建设等方面均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西安

市副市长肖琦说，“十四运会让西安加快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激活中心城市潜能，

也让广大市民感受到‘全民全运’的惠民

成果。未来还要继续拓宽成果利用，释

放全运效应，为市民健身提供更好、更全

面的服务。”

图①：贺晓青（左）和太极拳爱好者切

磋。2021年夏天，她以领队兼教练的身份

率西安市新城区代表队参加了十四运会

群众项目健身气功城市街道组比赛。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图②：西安国际马拉松参赛选手跑

过西安钟楼。在建设世界赛事名城过程

中，西安国际马拉松和西安城墙国际马

拉松等赛事品质近年来持续提升。

王 健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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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2021 年 9 月，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省举
办，西安市承接了开闭幕式
和多项竞赛组织工作。全
运会赛后，西安形成了“月
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处
处有健身”的运动氛围，万
余个体育场地解决了群众

“哪健身”“咋健身”的实际
问题，“15分钟健身圈”成
为全民共享全运成果的健
康生活新平台。

国际足联近日与负责制订和修改足

球竞赛规则的国际足协理事会对越位规

则进行澄清，并进一步解释了其中“有意

触球”的判定。依据现有规则，防守球员

做出“有意触球”行为后，处于越位位置

的进攻球员不应被判定为越位；新的解

释明确，“有意触球”是指防守球员通过

传控、解围等可能性，尝试获得对球的掌

控，即便不准确或不成功，也不影响“有

意触球”的事实行为。相关新解释规则

将于 2022—2023赛季开始实行。

这是近期国际足联针对足球越位判

定的又一次新举动。国际足联日前还宣

布，在今年 11 月开幕的 2022 年卡塔尔男

足世界杯上，将启用半自动越位识别技

术，以辅助裁判团队。

对越位的判断以及围绕判罚的争

议，历来是绿茵场上的焦点之一。尤其

是在攻防节奏越发紧张的当下，身处对

方半场的进攻球员，在队友出脚传球的

瞬间，是否比除对方门将外的其他防守

球员以及足球更接近端线？要作出快

速、精准判断，十分考验裁判功力。

为什么要对“有意触球”进行进一步

解释？在原有规则中，“有意触球”并没

有明确定义，由此人们对防守行为的界

定存在不同见解。国际足协理事会举例

称，2021—2022 赛季欧冠决赛中，利物

浦队球员法比尼奥的防守动作属于“有

意触球”，皇家马德里队球员本泽马接折

射 来 球 的 进 球 ，不 应 被 判 越 位 而 被 取

消。此外，国际足协理事会还列举了系

列“有意触球”标准，如足球从远距离传

来而球员对此有清晰视线，足球的运行

速度并不快，运行方向并非不可预判，球

员有时间做出协调的动作等。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又将如何应

用？通过在球场顶棚下架设 12 台特制

摄像机，追踪球员的 29 处身体点位，以

平均每秒 50 次的速度发送数据，从而实

现对球员位置的精准判断；在世界杯用

球的内部中心，放置传感器，以每秒 500
次的频率向视频助理裁判传输数据，以

实时捕捉足球的精准位置。在比赛中，

处于越位位置的进攻球员接到传球的瞬

间，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便会向视频助

理裁判发出信号，并自动生成越位线、给

出判罚建议。结合系统数据，视频助理

裁判做出判断并告知主裁判。

对规则进行澄清解释、引入半自动

越位识别技术，是为了让越位判定更准

确、更快速。“我们注意到，裁判在观看录

像回放、判定进球是否越位时，往往需要

很 长 的 时 间 ，毫 厘 之 间 的 越 位 更 是 如

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前著名

裁判科里纳说。在此之前，半自动越位

识别技术已经在 2021 年的阿拉伯杯及

世俱杯等国际足联赛事中进行了测试，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该技术支持下，视频

助理裁判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长从超过

70 秒降至 25 秒左右。

在足球运动发展史上，裁判角色从

无到有，其“工具箱”也在不断“扩容升

级”，目的是让比赛更精彩。据国际足联

信息，从 1863 年第一部足球运动竞赛规

则诞生，到 19 世纪 90 年代，还没有“裁

判”这一概念。而在裁判进入赛场后，逐

渐配备了哨子、助理裁判、门线技术等

“支援”。2018 年，视频助理裁判首次亮

相世界杯，通过专人观看回放，对越位、

点球、红牌、进球等比赛关键点作出判

断，成为比赛之外的热门话题。而今，更

准确、更快速的越位判定手段，又将为比赛

带来新看点。

下赛季实行新解释规则，世界杯启用新识别技术

判定足球越位有新“解”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选

择晚间逛街消夏。在北京，五棵松体

育馆及其周边霓虹闪烁，人流熙攘；

首钢园也在傍晚时分迎来客流高峰，

篮球馆、羽毛球馆订场量回升……

锻炼的身影为城市夜景增添一抹亮

色，人们的健身热情在这里释放。

全民健身深入开展，体育越发

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晨练夜跑，

尤其是在时间相对宽松的晚间，居

民对体育生活有了更加从容的安

排。对整个社会面而言，体育融入

生活，不仅呈现城市的活跃度和精

气神，也为衡量体育产业景气程度

提供了标尺。从欣赏比赛到健身锻

炼，从挑选装备到购买服务，充满活

力的体育消费场景为经济发展带来

可观增量。同时，体育活动与餐饮、

文化、旅游、娱乐等深度融合，还能

对拉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盛夏时节，各地夜市流光溢彩，

“夜经济”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引擎，体育消费正在成为其中

重要内容。最近，北京就进一步促

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出台相关举

措，鼓励社会组织及体育公园、体育

场馆和地标商圈自主开展具有表演

性、观赏性和参与性的夜间系列体

育活动；浙江杭州提出繁荣夜间经

济，通 过 包 括“ 夜 健 身 ”的 6 个“ 夜

活动”，营造消费场景，拉动经济发

展；山东济宁则为夜间体育活动发

放消费券，搭建体育平台，促进体

育消费。

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更

加融入生活，体育消费也日益融入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折射着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此为契机，建设更完

备的体育基础设施，营造多样化的体

育消费场景，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及体

育公共服务，体育产业的效益将得到

更大程度的提升。

为夜经济增添运动活力
范佳元

全民健身理念深
入人心，体育更加融入
生活，体育消费也日益
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折射着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本报北京 8月 3日电 （记者陶相

安）记者从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获悉：

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即将推出，首个

赛季计划于今年 10 月揭幕。

据介绍，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由中

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共

同主办。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竞赛管

理部主任赵俊杰介绍，在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推动下，

目前初中、高中和大学联赛已成功举

办，伴随着小学生篮球联赛的推出，校

园四级联赛的赛事体系将搭建完成。

作为由教育部直属、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主办的全国小学生篮球赛事，中

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将打造省级基层赛、

全国大区赛、全国总决赛、亚洲冠军杯、

世界冠军杯赛事晋级体系，通过联赛选

拔最具发展潜力的球员、教练，建立并

达成“中国小学百人篮球培养计划”，提

供海内外培训和中国中学生篮球队选

拔出口，丰富青少年篮球人才储备。

据介绍，2022—2023 赛季联赛预

计覆盖 20 个青少年篮球发展重点省

市，开设学校组和社会组两个组别。

校园组以学校为单位组队，社会组鼓

励社会培训机构（俱乐部）组队参赛。

联赛计划设立 3 个年龄组别，其中 U10
（10 岁以下）混合组将采用半场三对三

的模式，U12（12 岁以下）男子组和 U12
女 子 组 将 以 全 场 五 人 制 模 式 开 展 。

2022—2023 赛 季 联 赛 基 层 赛 计 划 于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4 月举行，2023
年 5 月至 6 月将进行大区赛，全国总决

赛及训练营于 2023年 7月举行。

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首个赛季 10月开启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3日电 （记者

张枨）8 月 3 日，第十五届环多伦湖公

路自行车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开赛。

本届比赛设男、女大众组和男、女

业余组。大众组比赛距离 91 公里，业

余组比赛距离 55 公里。来自各地的

26 支代表队、288 名选手参赛。路线

沿途有山田、林草、湖泊等自然景观，

使比赛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

经过角逐，在男子大众组中，来自

山西的刘奥林以 2 小时 15 分 30 秒的

成绩夺得冠军，来自北京的王伟和邹

波分获二、三名；女子大众组中，来自

北京的王慧以 2 小时 24 分 32 秒的成

绩夺得冠军，来自北京的郑颖和颜若

晗分获二、三名。

据悉，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举办

多年，参赛队伍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

大，今年赛事秉承“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理念，实现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促进体育游、全域游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每年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 10 次以上，每

年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 30 次以上，参

与人数累计达到 15 万人次，活动涉及

冰上龙舟赛、马拉松赛、速度滑冰赛、

篮球赛、足球赛以及太极拳、健身气功

展演和智力运动会等，扎实的群众体

育基础和良好的群众体育工作成效，

为全民健身开展推进营造了良好社会

氛围。

第十五届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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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 8月 3日电 （记者贾丰

丰）8 月 3 日 ，第 二 十 一 届 环 青 海 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结束最后一个赛

段——格尔木绕圈赛的角逐，至此，本

届环湖赛结束了全部 8个赛段的比赛。

环 湖 赛 是 全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的 国

际职业公路自行车赛，车手们完成了

8 天高强度、高海拔的拼搏，在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决出本届

比赛的荣誉衫得主：平潭国际旅游岛

洲际队的刘建坤赢得总冠军，夺得象

征总成绩冠军的黄色领骑衫；本届环

湖赛唯一一名取得两场单站胜利的车

手，李宁之星洲际队的牛益逵夺得冲

刺王绿色领骑衫；青海天佑德洲际队

的袁占辉则以绝对的爬坡优势夺取爬

坡王圆点衫。

上图：8 月 3 日，第二十一届环湖

赛第八赛段格尔木绕圈赛进行，参赛

选手在察尔汗盐湖边骑行。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第二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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