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 刚 过 去 的 2023 年 ，国 内 路

跑赛事稳步发展。根据中国田径

协会公布的数据，国内全年共举办

580 场 路 跑 赛 事 ，参 赛 总 人 次 达

550 万 ，其 中 中 国 田 协 认 证 赛 事

308 场。

根据 1 月 28 日世界田联实时

更 新 的 全 年 赛 事 安 排 ，世 界 田 联

2024 年全年将举办 188 场路跑标

牌赛事。其中，1 月 7 日在福建厦

门举行的 2024 厦门马拉松格外抢

眼：这项位列最高级别白金标的比

赛不仅是新年全球举办的首场标

牌 路 跑 赛 事 ，还 被 评 为 世 界 田 联

“可持续发展代表性赛事”。

节俭办赛

42.195 公 里 的 全 程 马 拉 松 赛

道沿线，大桶水在 20 余个饮水补

给点桌子上格外醒目。随着参赛

选手陆续经过，志愿者不停将大桶

里的饮用水分倒在小杯里，既方便

选手按需补水，也避免了以往马拉

松 赛 事 中 选 手“ 一 瓶 水 喝 一 口 就

扔”的浪费现象。

尽可能节约用水，厦门马拉松

从“点滴”做起。和大桶水形成反

差的“袖珍”水杯，其中也有不小的

学问。在厦门马拉松开跑之前举

行的世界田联可持续发展论坛上，

厦门文广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花

云介绍，今年赛事所使用的纸杯均

为可生物降解产品，赛事组织方还

鼓 励 参 赛 者 使 用 个 人 水 具 ，避 免

浪费。

在水杯上下功夫，也是不少赛

事的着眼点。同为白金标赛事，泰

国邦盛半程马拉松的赛事总监拉

特·吉隆瓦尼卡坤也在世界田联可

持续发展论坛上展示了之前赛事

所推出的可食用水杯。“我们希望

在可持续方面不断创新，像这个杯

子可以一直装着水，装完了之后就

能把它吃掉。”拉特介绍，“大家都

觉得特别有趣，味道还不错。”

“点滴”中的细思，也不只停留

在杯子和饮水方面。赛道途经的

“演武大桥”是厦门当地有名的景

点，却因海风扑面、赛道宽度受限

成 为 厦 门 马 拉 松 选 手 比 赛 的 难

点。今年的赛事组织者特意将原

本设在桥上的饮水站和饮料站拆

分，为选手比赛提供方便。

坚持探索

在世界田联可持续发展论坛

上，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蔡勇表示，只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不断擦亮赛事品牌，才能够获

得长久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马

拉松赛事来说，不断提升赛事的可

持续性不仅是“加分项”，更是发展

过程中的“必答题”。

从 2008 年 打 造 无 烟 马 拉 松 ，

到 2014 年推出“绿跑在行动”“只

留美丽不留垃圾”，再到 2018 年加

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清洁海洋计

划 ，厦 门 马 拉 松 不 断 擦 亮 赛 事 品

牌，精雕办赛细节，推动这项赛事

可持续发展。2023 年，世界田联授

予厦门马拉松“全球特别贡献奖”，

以肯定厦门马拉松履行国际性赛

事的社会责任。

“厦门马拉松在可持续方面做

得非常出色，它为全球的相关比赛

提供了一个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良

好样本。”世界田联特别项目部可

持续发展总监鲍勃·拉姆萨克竖起

了大拇指，“厦门马拉松在可持续

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源于长期的探

索和实践，这种坚持难能可贵。”

“路跑赛事不仅是一项赛事，

也是一部城市宣传片。”蔡勇说，

“近年来，中国田协不断呼吁国内

各赛事组委会通过可持续办赛，打

造生态环保的马拉松赛事，让更多

的参赛选手和市民充分感受体育

运动的魅力。”

不断创新

拉 姆 萨 克 介 绍 ，世 界 田 联 在

2020 年制定了未来 10 年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确保全球田径赛事符合

可持续发展原则。2021 年，世界田

联又在发布的赛事可持续发展最

佳行动指南中，将可持续发展纳入

路跑标牌赛事的评分标准。对田

径运动来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2023 年，在我国举办的世界田

联路跑标牌赛事数量高居全球榜

首。蔡勇表示，中国田径协会将继

续与世界田联保持密切合作，为全

球田径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世界田联路跑及大众运动总

监阿里西奥·磐迹常为中国马拉松

献计献策。阿里西奥说：“厦门马

拉松在路跑比赛的可持续发展方

面处于领先位置，这也是我们所有

田径人需要共同维护好的职责。”

“种下一粒种子，未来将长成

一棵大树。”阿里西奥如此形容田

径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从采用可

降解材料制作完赛包，到使用新能

源动力车辆作为引导车，厦门马拉

松办赛的一个个创新措施，不断为

赛事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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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雪季，冰雪运动在各地广泛开展。

黑龙江哈尔滨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旅游目

的地，冰雪大世界等景点人流如织；新疆阿

勒泰地区以其良好的雪质和滑行体验，受

到滑雪爱好者青睐。不只是北方，一些南

方城市也将冰雪项目培育为新的消费增长

点，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令人们直呼过瘾。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助推中国冰

雪运动实现跨越式发展。曾经小众的冰雪

运动，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冰雪旅游、冰雪培训等业态快速发展，形成

越来越大的市场。如何推动冰雪经济向高

质量跃升，考验着各方智慧。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植根

当地特色，以创新不断擦亮品牌。依托得

天独厚的冰雪资源，黑龙江省推动冰雪运

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

链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新疆拥有多座高品质滑雪场，近年

来深度开发冰雪资源，不断完善相关设施，

形 成 冰 雪 产 业 融 合 多 业 态 发 展 的 良 好

态势。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

冰雪消费需求。年轻人更加注重社交以及

深度的参与感，他们积极参与冰雪活动，也

热衷于分享这种新潮的生活方式。有些地

方因势利导，大力引入潮流元素，创新项目

发展路径；有些地方加强住宿、交通保障，发放文旅消费券，促

进冰雪消费。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突出文化底蕴，注重融

合发展。将冰雪资源与当地民俗文化相融合，往往能取得

“1+1>2”的效果。在内蒙古，“冰雪+赛事”“冰雪+自驾”“冰

雪+露营”等拓展活动备受欢迎；在河北张家口，冰雪、温泉、

非遗文化等资源深度融合，“冰雪+”产业链持续延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大众冰雪消费能力和意愿将不断增

强，冰雪产业大有可为。充分挖掘冰雪项目的消费潜力，推动

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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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冰雪项目的消
费潜力，推动冰雪经济高质
量发展，将为加快体育强国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体坛观澜R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郑轶、李洋）2023—2024 中国

女排超级联赛 3 日在上海展开总决赛第四场较量，天津女排以

3∶1 战胜上海女排，从而以总比分 3∶1 实现卫冕。

天津女排拥有李盈莹、袁心玥、王媛媛等国家队主力队员，

小将王艺竹、刘美君的表现也愈发成熟，队伍整体实力较强，总

决赛前未尝败绩。上海女排本赛季也取得明显进步，技战术特

点鲜明，主攻仲慧、墨西哥外援布里西奥、接应王音迪成为主要

得分手。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总决赛采用五场三胜制。前三场，天

津女排大比分以 2∶1 领先。

第四场比赛，天津女排利用网口优势，以 25∶19 和 25∶11 连

胜两局。第三局，上海女排抓住机会以 25∶22 获胜。第四局，李

盈莹、王媛媛发挥出色，天津女排以 25∶15 锁定胜局，夺得本赛

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冠军。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天津女排夺得冠军

本报十堰 2月 5日电 （记者厉衍飞）日前，2023 年武术进

校园试点学校交流赛在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开

赛。比赛为期两天，共有来自 7 个省份的 69 所学校、300 余名运

动员参赛。

据介绍，武术进校园旨在充分发挥武术项目的文化与教育

功能，让青少年在武术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自去年 10 月武术进校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上海、福

建、河南、湖北、广东、重庆、云南等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开展了

试点工作，为全面推广武术进校园工作积累了经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全国青

少年体育联合会承办。

武术进校园试点学校交流赛开赛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范佳元）4 日，2023 年中国篮球

名人堂入堂仪式在陕西延安举行。

经提名、推举和终审三个阶段，本届中国篮球名人堂产生

“杰出运动员”六人，其中男运动员三人为黄柏龄、张卫平、匡鲁

彬，女运动员三人为李世华、柳青、李昕。刘贵乙、陈道宏以“杰

出教练员”身份入堂，龚培山以“特别贡献人士”身份入堂。1992
年奥运会中国女篮和“八路军第 120 师战斗篮球队”分别作为

“优秀集体”和“特别致敬集体”入堂。

中国篮球名人堂由中国篮球协会创办，旨在对中国篮球运

动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和纪念。名人堂按

年度开展入堂活动，首届入堂仪式于 2023 年在天津举行。

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举行

午 后 ，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如 意 河 一 处 冰 场 上 ，一 群

年 轻 的 学 员 正 在 练 习 滑 冰 ，冰 刀

划 过 冰 面 发 出 的 声 响 格 外 动 听 。

河 岸 上 围 观 的 群 众 不 时 发 出 叫

好声。

距离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以下简称“十四冬”）开幕还有

10 余天，内蒙古各地别具创意的

冰雪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旅项

目吸引着八方游客。据统计，元旦

假期，全区各地共接待游客 702.71
万人次，旅游收入 44.08 亿元。

“当我从雪道上急速下滑时，

感觉特别刺激。”在呼和浩特市马

鬃山滑雪场，来自湖北武汉的大学

生刘强谈起这次冰雪之旅非常兴

奋，“这里雪后的景色很漂亮，雪上

项目非常好玩。”

新雪季呼和浩特市马鬃山滑

雪 场 进 行 了 升 级 改 造 ，增 设 了 单

板公园、波浪追逐道、专项旗门练

习道，并设置了独立教学道、娱雪

区、嬉冰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

水 平 的 游 客 提 供 丰 富 的 游 玩 体

验。“现在喜欢冰雪活动的游客和

市民越来越多，需求也有所区别，

我 们 通 过 增 加 项 目 内 容 ，最 大 化

地 满 足 大 家 需 求 ，提 升 服 务 水

平。”雪场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内蒙古共有冰雪运

动 场 地 129 个 ，其 中 滑 冰 场 地 81
个、滑雪场地 48 个。各地还充分

利用公园水域、城市空闲地等建设

室外滑冰场，打造群众身边的冰雪

运动场地，为人们充分享受冰雪运

动乐趣提供方便。

滑 冰 、拉 雪 圈 、打 冰 尜 、掷 冰

壶……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实验

小学，内容丰富的冰雪课堂广受同

学们欢迎。“冰雪活动的开展，对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运动技能、团

队协作能力和自信心等都起到了

积极作用。”扎兰屯市实验小学校

长姜日莉说。

据了解，自 2020 年起，呼伦贝

尔 市 每 年 拿 出 1000 万 元 专 项 经

费，用于推动校园冰雪运动发展。

目前，全市有各级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 88 所，170 多所学校开设了冰雪

体育课。

内蒙古积极开展“百万青少年

上冰雪”和“校园冰雪”活动，在具

备条件的中小学推广滑冰滑雪等

课程。截至目前，全区 300 余所学

校开展了相关活动，带动 20 多万

名学生参与冰雪运动。

以筹办“十四冬”为契机，内蒙

古多地推出了“冰雪+节庆”“冰雪+
演艺”“冰雪+展会”等多种活动，将

冰雪产业与民俗文化、运动休闲等

元 素 有 机 结 合 ，冰 雪 经 济 持 续

向好。

在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莫尔

格 勒 河 景 区 ，通 过“ 演 艺 +旅 游 ”

“ 美 食 +旅 游 ”等 业 态 ，游 客 可 充

分 体 验 冬 季 草 原 文 化 、民 族 服 装

展 示 等 项 目 ，收 获 特 殊 的 旅 游

感受。

内蒙古还推出“冰歌雪舞·多

彩民俗”畅游冰雪呼伦贝尔之旅 3
日游、呼和浩特“浪漫青城 梦幻

冰雪”3 日游等 25 条冰雪旅游精品

线路，让游客多方位感受内蒙古冬

季文旅活动的魅力。

以筹办“十四冬”为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旅活动

内蒙古冰雪项目展魅力
本报记者 丁志军

当地时间 2 月 4 日，中国队在比赛中。

当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24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集体技巧自选决赛中，中国

队以 244.1767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游泳世锦赛花样游泳

中国队获集体技巧自选冠军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孙龙飞）3 日，北京奥运博物馆

举行重装开馆仪式，经过升级改造，该馆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两周

年之际重新向公众开放，通过大量展品以及文字、图片和视频资

料，展现“双奥之城”北京的奥林匹克风采。

北京奥运博物馆创建于 2009 年，位于国家体育场“鸟巢”南

侧，占地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是以奥运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升级改造后，北京奥运博物馆进一步完善室内展陈和室外景观，

突出北京的“双奥”元素。

北京奥运博物馆重装开放

参赛选手在 2024 年厦门马拉松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本版责编：塔怀旸 王 博 刘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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