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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随着智能穿戴设备普及
和健身行业数字化进程加
快，越来越多的健身活动走
上“云端”。一网相联、多屏
互动，线上线下、随时随地锻
炼成为潮流，健身活动深度
融入大众生活。

■体坛观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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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群体中播撒种
子，让更多年轻人喜欢象棋运
动、参与象棋赛事，成为近年
来象棋年轻化的努力方向

一名 14 岁少年初登国内顶级赛场，接连

战胜等级分排名前列的选手，成为队伍的主

要得分手——这样的故事，发生于正在进行

的 2022 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棋手孟繁

睿首次参加象甲联赛发挥出色，以 17 胜 5 负

的成绩居常规赛个人得分榜第六位。

孟繁睿的亮眼表现折射出象甲联赛赛场

的新气象。如果说，孟繁睿在常规赛首轮战

胜世界冠军郑惟桐尚属爆冷，那么随后连胜

郑一泓、孟辰、谢靖等知名棋手，则彰显了他

的实力。扎实的基本功、快速的临场反应、遇

强则强的心态，展现了他超乎年龄的成熟。

有棋手预言，孟繁睿拥有成为超一流棋手的

潜质。

过去，象棋棋手的运动生涯普遍较长，人

才更新的速度相对缓慢。在国内围棋最新一

期等级分前 10 名中，有 8 名 95 后棋手和两名

00 后棋手，而国内象棋等级分前 10 名仍以 80
后棋手为主流。有对弈经验固然能延长棋手

的运动生涯，但新人冲击力不足、比赛“老面

孔”扎堆，难免会使比赛缺乏新鲜感，进而影

响项目的吸引力。

如今，在象棋领域崭露头角的年轻棋手

不只有孟繁睿，在他身边，还有王禹博、莫梓

健等多名 00 后，他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在

赛场展现了高昂斗志与蓬勃朝气。本赛季各

支象甲队伍大规模调整，也为新秀棋手提供

了更多发挥空间。经过联赛高强度赛程的磨

练，这些年轻棋手快速成长。如此良性循环，

为象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作为一项传统智力运动，象棋群众基础深厚，不论是街头巷

尾的对弈达人，还是棋牌网站的棋迷群体，人们对象棋的热爱都

一如既往。据估算，我国现有上亿的象棋爱好者。在青少年群

体中播撒种子，让更多年轻人喜欢象棋运动、参与象棋赛事，成

为近年来象棋年轻化的努力方向。象棋直播、在线教学、象棋夏

令营……线上线下多措并举，为象棋后备人才培养拓宽了路径。

夯实象棋人才基础，好苗子才会不断涌现。正如连续 10 年

排名国内象棋等级分第一的王天一所言，以孟繁睿为代表的年

轻棋手在联赛中脱颖而出，将带动更多年轻棋手努力打磨棋艺，

尽快缩小与顶尖棋手的差距。一个百花齐放的象棋竞技赛场，

也将铺展更富活力的体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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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网络直播跳操，用跑步路径“画”出

有趣图案，在运动应用程序上向好友发出健

身打卡挑战……随着智能穿戴设备普及和

健身行业数字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健身

活动走上“云端”。一网相联、多屏互动，线

上线下、随时随地锻炼成为潮流，健身活动

深度融入大众生活。

2022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提出到 2035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

普遍生活方式。线上健身参与形式灵活方

便，营造了人人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

新场景激发参与热情

在北京工作的余女士，平时想和朋友们

一起打球、爬山，常因大家时间不一致而无

法成行。在同学的建议下，余女士跟着网络

直播跳起了健身操，每天晚饭后的一个半小

时成为她们的“比拼”时刻。“刚开始跟不上

节奏，很容易气喘吁吁，熟练掌握动作后越

跳越起劲儿。”余女士说。

对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来说，利用碎片化

时间健身是一种选择。无论是追看直播还

是回放录播，有空就能跳。简洁明了的动作

讲解、精心编排的趣味操，让人一学就会。

“跟着直播健身”，不仅可以满足健身爱好者

的锻炼需求，还以其互动性和娱乐性，带动

了越来越多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动起来、坚持

下去。

越来越多人动起来的背后，是“主动健

康”理念的深入人心。最近，58 岁的安徽合

肥市民陈石喜欢上了“刷”步数，每天都要和

朋友们比赛，看谁的运动步数更多、排名更

高。降低开车频率，选择走路或骑车来完成

短途出行，成为陈石的生活方式。据微信平

台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微信运动用户总步数

超 15 万亿步，平均每天超万步用户占 10%
以上。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应

用，给人们日常锻炼带来便利。安徽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表示，社交平台、运动

类应用程序等通过引入排行榜、点赞等互动

机制，赋予运动社交属性，激发了人们参与

健身运动的热情。

现在，不少用户习惯通过直播、社交、短

视频等线上平台获取与健身相关的信息，全

民健身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大

量的运动科普、技术讲解、器材介绍等视频，

就像一份份妙趣横生的运动“说明书”，让普

通人也可以科学锻炼。

北京冬奥会期间，家住云南的姑娘缪然

被滑雪运动深深吸引。通过观看各种短视

频，她对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项目的发展

历史和规则更加了解。这个雪季，她如愿带

着滑雪板走上雪场，体验了一把冰雪运动的

激情与魅力。

新形式满足不同需求

2 月 5 日，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厦门市全

民健身线上运动会结束，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线上运动会吸引了超 8 万人次参与。美丽

的山海健康步道、广阔的体育公园以及家门

口的运动场、健身房……当地市民跑步骑

行、拍照打卡，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

随着人民群众对体育健身的需求不断

增长，线上健身作为线下体育的重要补充

形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2022 年，国家体

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

众 体 育 部 联 合 推 出“ 全 民 健 身 线 上 运 动

会”，近半年时间里，共计 68 个项目、150 余

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 1396 万人次参与，

高涨的健身热情折射出“互联网+体育”的

巨大潜力。

“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全民健身活

动就办到哪里。”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

司长丁东说：“下一步，我们将引入更多群众

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和赛事活动，拓展举办

平台、丰富传播渠道，切实把线上运动会办

成社会积极参与、群众广泛受益的全民健身

线上嘉年华。”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

2025 年）》明确提出，推动线上和智能体育

赛事活动开展，支持开展智能健身、云赛事、

虚拟运动等新兴运动。今年 1 月，江苏省无

锡市社区共享健身房正式揭牌，线上预约、

扫码入场、按次付费的形式打通了健身“最

后一公里”，当地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

健身服务。

“全民健身活动在线上广泛开展，可以

灵活调整参与门槛，丰富运动类型，为不同

人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运动健身方案或运

动服务。”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雪莉表示，线上健身活动的蓬勃发

展，有利于体育事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

新平台激活更多资源

“从体验者到实践者，这个转变让我非

常开心。”日前，家住浙江杭州的赵敏在应用

程序“浙里健身”上获得了三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认证。在手机上注册成为社会体育指

导员，让健身爱好者享受到数字化体育的

便利。

今年 1 月，“浙里健身”新增注册社会体

育指导员超 1.6 万名，累计开展约 9 万场健

身指导课程，服务 20 余万人。利用线上平

台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群众组织群众”

“群众指导群众”的扩散效应和圈层效应，让

全民健身成果惠及更多人。

目前，浙江省包括百姓健身房在内的 8
万多个体育场地全部实现掌上查询和导航

服务，其中 200 多家体育场馆可以线上预

订。“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开

放使用综合试点，做好‘一站式’公共体育服

务，满足人们多样的健身需求。”浙江省体育

局群体处处长徐勇说。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阵地从公园广场

拓展到线上，内容也不断丰富。去年 9 月以

来，北京市体育局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

出《运动知否》系列短视频节目。从马拉松

到飞盘，从大众运动到新兴运动，每期节目

以互动挑战、科学实验等方式，解答观众疑

问，在普及运动知识的过程中，也激发了观

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

如何更好地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

体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的作用？王雪莉认

为，应当抓住数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继续

加大对群众体育服务的供给，让科技更好地

服务人们的健身需求，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和

健康中国建设。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应用，给人们日常健身带来便利

锻炼记录传“云端” 运动乐趣漾心田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季 芳

■■健身新视野健身新视野R

云南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赛即将举

行。赛事开始前，中国田径协会裁委会委

员、国际 C 级丈量员袁林早早来到油菜花

海，骑着自行车丈量出 42.195 千米赛道。一

场马拉松比赛的赛道如何设计？长度如何

丈量？袁林给出了答案。

“马拉松跑道是很有讲究的。”说起专

业，袁林滔滔不绝。近几年马拉松赛事数量

持续增长，马拉松受关注程度逐渐提高。一

场好的马拉松赛事，就像一个窗口、一张名

片，展示着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

情。“因此，当地会根据自然条件、城市宣传、

交通影响等多种因素，设计不同的线路。”袁

林自豪地说：“但最终选择哪一条，丈量员的

丈量结果至关重要。”

国内具有资质的丈量员屈指可数，袁林

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吉林体育学院的田径

教授，袁林在 50 岁那年成功获得资质。业余

时间，袁林骑着自行车，跑了 120 多个城市，

丈量过的马拉松赛道数量多到连他自己都

记不清。

琼斯计数器、钢卷尺、拉力器、温度计、

自行车……这些是陪伴袁林的“老伙计”。

“常规的丈量钢卷尺最长也只有 100 米，马

拉松这么长的距离肯定没办法用尺子一点

点量。”袁林介绍，赛道的丈量主要采用化整

为零的方法，利用自行车进行丈量，分为前

期校准、具体丈量、后期校准三部分工作。

用自行车来丈量赛道，首先得校准自行

车，丈量员需要在路上用钢卷尺量出 300 米

的直线距离，“听着简单，里面的学问可不

少。从当天的气温到钢卷尺的拉力等，都是

影响因素。”袁林说。自行车前轮装着琼斯

计数器，计数器可以根据自行车轮转数来丈

量距离。在校准路线上来回骑行几趟，就能

算出每公里所对应的数值。上赛道前、过赛

道后，先后校准两次，取均值算出自行车的

当日常数。再结合琼斯计数器上累积的数

值进行计算，就能得出路线长度。袁林说：

“简单来说，靠着琼斯计数器上的数字，就能

计算出距离是多少。”

世界田联对丈量赛道有明确规定，丈量

时的路线长度只能多不能少，而且就算是

多，每公里也只允许有一米的正误差。袁林

说：“直线还好，在弯道上，往左一点，往右一

点，距离都会有变化，得丈量切线才能保证

准确。”具体丈量时，袁林会时刻提醒自己保

持专注。“马拉松赛道有曲有直，选手跑起来

妙趣横生，却提升了丈量难度，丈量时还需

要考虑补给站、喷淋站等关键节点，因此必

须全神贯注。”

现在的比赛，跑友们都随身戴着手表等

计速工具，“赛道长度标准不标准，跑友心里

很清楚。”袁林说。途中喝水拿补给，选手不

太可能跑出最短切线，实际跑步距离肯定会

多，但丈量依然不能马虎。“长度不标准的跑

道会影响跑步体验，更严重的是，选手就算

跑出了好成绩，也无法被认可。因此，丈量

必须精准。”

袁林说：“若是有选手在我丈量的赛道

上跑出好成绩，我也会特别开心。”丈量工作

不能拖拉，就算下着大雨，也照常不误。一

次丈量要耗费七八个小时，若是碰上车流量

大的赛道，只能晚上开工。

“好赛道成就一场马拉松，而我们努力

成就一条好赛道！”花海赛道两侧，黄澄澄的

油菜花铺满山野，袁林乐在其中：“我可是第

一个体验这条马拉松赛道的选手！”

马拉松赛道丈量员袁林：

努力成就一条好赛道
杨文明 何 月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0日电 北京冬奥会闭幕一周年之际，冬

奥会官方电影《北京 2022》20 日发布先导预告片及概念海报。

奥运会官方电影是国际奥委会自 1912 年以来，要求每届奥运

会举办城市制作的记录奥运会的电影，是一次向世界传达举办地

时代风貌、文化特征、人文理念的影像创作，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北京 2022》由张艺谋监制，陆川执导，张和平担任总顾问及

专家顾问团团长，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文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海口川制作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承制，将在 2023 年

亮相大银幕。

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

发布先导预告片及概念海报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孙龙飞）北京时间 2 月 19 日晚，

为期 6 天的 2023 年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在阿联酋迪拜结

束，中国队在决赛中以 3∶1 击败韩国队，成功卫冕。

决赛进行了 4 盘较量。在男单和女单对决中，中国队选手雷

兰曦和高昉洁均以 2∶0 战胜各自对手。第三盘男双比赛，中国队

何济霆/周昊东耗时 65 分钟，以 1∶2 负于对手。第四盘女双，中

国队 00 后组合刘圣书/谭宁稳扎稳打，逐渐掌控比赛节奏，最终

以 2∶0 战胜对手。中国队从而以 3∶1 的总比分获胜。

本次比赛是将于今年 5 月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

体锦标赛亚洲区预选赛，东道主中国队已自动获得参赛席位，因此

派出了由奥运冠军黄东萍领衔的年轻运动员参赛练兵。在以小组

第一出线后，中国队在 1/4 决赛和半决赛中先后战胜马来西亚队

和印度队，比分均为 3∶2。

2023年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中国队成功卫冕

据新华社惠灵顿 2 月 20 日电 （记者卢怀谦、郭磊）20 日，在

新西兰惠灵顿进行的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

以 4∶1 战胜美国队。

中国队当天的比赛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牢牢把握住比赛

主动权。第一节，中国队通过点球率先得分并领先至第二节，第三

节中国队通过短角球再得一分，第四节美国队通过短角球扳回一

分，之后中国队分别通过点球和短角球收获两分，最终以 4∶1 战胜

美国队。中国队球员杨皓婷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

中国队 24 日将迎来对美国队的第二场比赛。

中国女曲 4∶1战胜美国队

本报西宁 2月 20日电 （记者贾丰丰）19 日，环青海湖自行车

联赛华中站举行，这也标志着 2023 年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正式开

赛。来自 24 个省份的 286 名选手，参加了华中站男子公路精英组、

女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的角逐。

作为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延伸赛事，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是

在职业赛事基础上带动全民健身发展的有益尝试。按照此前规

划，华中站后，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还将在陕西西安、云南宜良、广

东广州举办分站赛，总决赛将在青海省内举办。

2023年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开赛

2 月 20 日，在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经济开发区，湖北辉隆体育用品公司的员工在赶制出口订单。该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球类内胆、成品篮球的体育用品企业。近年来，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产品畅销东南

亚，目前出口订单已排到 5 月份，带动当地 300 余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刘建平摄（人民视觉）
订单足 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