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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新年伊始，中国各地全民健身活动掀起新
一轮小高潮。登高、徒步、越野、冬泳、健走、长跑
……少则几百上千人、多则成千数万人，大江南北大小
城市的人们以各种体育运动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

近年来，中国百姓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逐步走
高，全民体育正蓄势发酵，过去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体
育发展政策也渐进转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
+'&( 年第一天的新年献词中，就将推进全民健身体系
建设放在了首要位置。无独有偶，江苏省在前一天与国
家体育总局签署协议，双方将相互协作，在江苏省建设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而在 + 周前，国家体育总
局、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税务
总局以及工商总局八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提
出将在未来 "年着力解决目前存在的场馆资源闲置浪费
的问题，解决群众体育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体育资源相
对不足的矛盾。

健身人群迅速增长

根据中国 +'&# 年对 +' 至 !$ 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 &'个省市城乡
居民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数比例达到 #+*/0，与以往
的调查结果相比高了 (*"个百分点。大多数居民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的目的是为增加体力活动、消遣娱乐、防病
治病、减肥等，认为没必要进行体育健身的人数比例仅
为 '*&0.'*+0。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体育健身提高健康
水平的作用具有明确认识。

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居民把体育健身作为日常生
活的一项内容，每周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次及以上的人
数达到了 /%*&0，其中 /!*/0的人已经坚持了 &年以上，
#+*&0的人坚持了 "年以上。

健身人群的增长以及人们健身意识的提高无疑预示
了中国全民体育将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群体赛事火爆升温

从 +'&+年开始升温的马拉松热，在 +'&#年变成一
股全国热潮，跑步热席卷中国大江南北，报名堪比春
运，参赛人满为患，这样的火爆程度甚至让官方也始料
未及。+'&#年，全国共举办 #$项中国田协认可的马拉
松及相关赛事，比 +'&+年增加了 !场，参赛人数超过
/"万人次。

马拉松运动的蓬勃发展只是中国全民健身活动遍地
开花的一个缩影。如今，各类群体赛事火爆升温。+'&#

年，健身操、广场舞、跳绳、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都相继开展了全国性民间赛
事和交流活动，不断掀起健身热潮。覆盖 &!# 座城市、
几万人参与的“羽林争霸”民间羽毛球争霸赛盛况难
挡，“谁是球王”民间乒乓球争霸赛也火爆异常，此
外，诸如武汉市、双流县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一年
举办的群体赛事达到近百项。

更多接地气的基层草根赛事为中国百姓提供了展示
风采、共享快乐的舞台。

活动场所不断增加

过去，人们找个健身场所的确是个难事，而近几年
来，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北京为例，大众健身
场所越来越多，每个新建小区几乎都有小广场和健身
角，很多旧小区只要有空地，相关部门就会想办法安装
健身器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的乐趣。在四
川双流县，由于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几乎村村都建
设了全民健身路径……

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提供的一份 +'&# 年全
民健身工作总结中指出，目前中国“人均体育场地数
量、面积和质量较低且布局不合理，城乡差别、东西差
别较大；体育场地主要归属学校、机关、部队、企事业
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少；室外简易场地多，体育场地质
量差；大型体育场馆比重高，社区体育设施不足，专用
于群众健身的场馆少。”

针对健身场地不足的现状，+'&#年 &'月，国家体
育总局、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
税务总局以及工商总局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大
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
见》。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晓敏表示，这一新政不但
明确提出了用 "年左右时间实现大型体育场馆的科学、
合理建设运营，更从规划建设、财政保障、税费优惠、
投融资支持等方面明确提出了对大型体育场馆的扶持政
策。可以预
见，不久后的
未来，中国更
多体育场馆将
向社会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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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到来，特别是中国马年

即将到来，“马上体”、马上创意漫

画迅速蹿红，成为人们新年愿景

的最方便最直接的表达。中国古

代有“马上封侯”的传统，在玉马或木马上刻蜜蜂

刻猴子，以取谐音，是一种谐趣的即时的祝福。体

育选手更是这样马上可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人，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马不解鞍、马不停蹄、策马飞

奔、马到成功的运动健儿。

中国男子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表达新年愿

望时，在一张白纸上写上“&' 秒”字样，然后将这

张纸撕破并放在马背上，寓意自己在新的一年“马

上破 &'秒”。这一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引起了人们

极大的兴趣。去年 %月 &&日，在莫斯科田径世锦

赛半决赛中，张培萌跑出了 &' 秒整，再次刷新百

米全国纪录，追平了日本名将伊东浩司创造的黄

种人百米极限纪录。人们期待着：张培萌何时能

破 &'秒？何时能成为世锦赛、奥运会上第一个站

上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黄种人？全运会后，张培

萌设计了一双板鞋，一只鞋上绣着自己创下的 &'

秒整的成绩，另一只则是他的目标：$*$%秒。“‘破

&'’是我的目标。”张培萌说。

过新年人们都希望说吉利话，讨个好彩头。据

说，马年快到，很多马形玩具、图片走俏。有的人在

马背上放上足球篮球排球，希望中国足球马上翻

身，希望中国三大球早日走出低谷；有的人在马背

上画金牌，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大赛上闯关

夺隘摘金夺银；有的人在马背上放上健身卡美容

卡，希望新的一年加强锻炼，身体健康，青春永驻；

有的人在马背上画上山山水水，期待自己游遍大

好河山，上山下海，强健自己的双腿。

马上是立即、此刻的意思，但主要还是一种马

年的期待。+'&# 年是体育小年，马上就迎来了

+'&(体育大年，值得期待的世界大赛有很多。很

多网球迷希望李娜马上再夺大满贯并冲上世界第

一的高峰。很多篮球迷的愿望是，希望科比马上康

复回归赛场、希望“篮球皇帝”詹姆斯马上实现三

连冠，希望北京队的马政委马上上场。索契冬奥

会将在一个月之后举行，那时候正好是中国农历

的马年来到，对于很多冰雪迷来说，他们希望中国

冬奥健儿马上多夺金牌。特别是足球迷，期待着巴

西世界杯盛宴马上到来，来一场尽情的狂欢吧。

一位朋友在给我的微信新年祝福中，传的一

张图片是马背上放上了一只茄子，意思是“马上

有一切”。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我们还

可以看得更加长远一些，不一定是马年，不一定

要马上，因为很多事情还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坚持

不懈。这位朋友在参加了家乡新年环城长跑之

后，发出感慨：每年开年第一跑，全年工作热情

高。的确，中国体育要长盛不衰，或者让弱项转

强，就像一个人要保持健

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一

样，不要太急功近利，不

要太焦虑烦躁，而是要马

不停蹄，发扬“更高、更

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

神，一步步接近目标。

体育大年马上有好戏
红 深

繁华背后的矛盾
杨乔栋

百姓热情走高 政策转向利好

中国全民体育蓄势发酵
本报记者 朱 凯

桥牌邀请赛在京举行
本报电（陈昭）由中国桥牌协会、中泰华威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中泰华威杯桥牌邀请赛日前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多名在京桥牌爱好者
参加了比赛。比赛分四条线，每轮 (副，共打 / 轮。
经过 +%副牌的激烈角逐，获得各组第一的选手分别
是：1组南北李从军)仲江、东西蔡庆华)王颖沛，2

组南北张研农)韩方兴、东西郑晖)罗哲夫，,组南北
张世权)姜红伟、东西陈改户)李卫东，3组南北蒋正
华)胡劲波、东西黄仲阳)樊利晶。

今年 !月，万众瞩目的足球世界杯即将在巴西拉
开战幕，点燃世界球迷的激情。然而时至今日，巴西仍
被很多问题所困扰。场馆、交通、安全等问题令巴西担
忧，也令世界担忧。倒计时已经开始，巴西任重道远。

依照起初与国际足联达成的协议，巴西世界杯
&+座球场须在 +'&#年 &+月 #&日之前交付使用。但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仍未能按期竣工。

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财政问题，包括资金不到
位或拨付延迟；二是劳工问题，如缺乏劳力或工人罢
工；三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致使工程停工和接受
相关调查。

财政问题几乎困扰着巴西世界杯所有球场的建
设。它们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与私人捐
助，其中任何一方拨付延迟，都会导致工程难以进
行。另外，很多球场工程存在严重超预算的问题。按
照巴西法律，凡有政府投资的项目超出了预算，必须

要接受联邦审计法院的审计，否
则将不得追加投资。而这个审计
过程就耗费了不少时间。

目前，这些工期出现了延误
的球场，都在日夜不停地施工。有
些工人不愿意在夜晚工作，出现
了缺少劳动力问题。同时，工人也
在为工作条件与工资斗争，纳塔
尔的沙丘球场就不时发生罢工。

+'&(“中国体育彩票”新年群众登高健身活动在北京八达岭举行。

一半场馆未竣工

巴西世界杯令人忧
许若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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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举行群众健身迎新年。

元旦佳节刚过，一年一度的厦门国际
马拉松赛登场，同时也拉开了 +'&(年马拉
松赛事的大幕。据中国田协的数据显示，
+'&( 年，中国将迎来 (! 场马拉松赛事。
与 +'&+、+'&#年相比，赛事以每年近 /场
左右的涨幅逐年递增，这也昭示着马拉松
依然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赛事之一。

近些年，马拉松赛事在中国确实迎来
了“井喷式”的发展。在以北京、上海、
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为核心所打造的精
品马拉松赛事的引领下，其他大中小城市
也纷纷“效仿”，竞相举办。然而，在看似
一片大好形势的马拉松赛事背后，却隐藏
着一些不可忽视又亟待解决的矛盾……

数量 !"质量

一年近 "'场的马拉松赛事究竟算不算
多？或许一些数据能回答这个问题。根据
美国《跑者》 杂志统计，+'&+年全年，美
国共举办了 /%$ 场马拉松、德国 !"% 场、
英国和法国分别 #'' 余场、日本约 +'' 余
场、意大利和俄罗斯也各有 &'' 场左右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马拉松赛事
在数量上看似有些“少得可怜”。但换句话
说，马拉松赛事发展的优劣并非完全与赛
事数量呈正比，当然还有赛事的质量。

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的马拉松赛事
确实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单就数量而
言，可谓是“前途无量”。然而，就目前的
赛事水平来看，在一年所能举办的近 "'场
的赛事中，知名度和影响力兼具的赛事却
是屈指可数。除了北、上、广、深“四大
天王”级的马拉松赛事和以赛事规模见长
的“厦马”外，其他的马拉松赛事目前还
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在城市宣传、
全民健身以及赛事推广上都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

在前不久举办的 +'&#中国马拉松年会
上，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杜兆才表示，
+'&( 年，田协在积极扩充赛事容量的同
时，将更多地考虑提升赛事的品质。今后
的马拉松赛事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体现
人文关怀，确保质量进一步提升，争取更
多城市能打造体现自身特色的精品赛事。

热情 !"安全

赛事数量的不断增加，必然吸引更多
的人参与到这项群众基础本来就十分广泛
的健身项目上。一时间，跑马拉松仿佛变
成了一件无比时髦的事儿。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根据我国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和

急救部门给出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在比
赛中受伤的选手都是因为缺乏马拉松训练
和比赛经验所造成，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
人对个人身体状况没有清晰的认识。

因此，马拉松并不单单是凭着满腔热
血或一腔热情就能“驾驭”的运动项目，
它还需要正确的健身理念和科学的锻炼方
法做保障，否则只会“自讨苦吃”。近两年
在马拉松赛场上频发的譬如昏厥、休克甚
至死亡等一系列突发状况，就是对马拉松
的盲目“崇拜”和对赛事必要安全知识的
严重缺乏这一对矛盾的产物。这些事情不
仅为赛事组织和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同时，
也为广大“跑友”提了醒。

或许“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格言
放在马拉松比赛中就应改为“安全第一、比
赛第二”了。在群众马拉松赛事蓬勃开展的
同时，参与热情和能力不可或缺，学会如何
比赛、如何保护自己显得更为重要。

竞技 !"娱乐

倘若把每一位马拉松参赛选手都看作
专业或准专业选手来要求的话，估计我们
就很难在马拉松上再看到有“蜘蛛侠”、
“超人”甚至是十分“雷人”的造型专业户
出没了。因为这种打扮是绝对不允许出现

在正规的马拉松赛场上的。但这又恰恰是
我国马拉松比赛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也是
当今世界范围内马拉松赛事的一个大趋势：
娱乐至上。

其实，从我国近两年的马拉松赛项目
设置上就已见娱乐化的端倪。目前，许多
城市马拉松比赛都根据不同的人群和需求
分别设置了全程跑、半程跑、&' 公里跑、
" 公里跑以及迷你跑等花样繁多、难度各
异的子项目供大家选择，旨在吸引各个阶
层、各个水平段、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前来
参赛。马拉松已渐渐褪去纯竞技的外衣，
越发凸显大众色彩和娱乐色彩。

此外，对于专业的马拉松选手来说，
比赛的胜负显得极为重要。但对于重在参
与的业余选手来说，比赛过程却胜于一切。
在推进全民健身的道路上，马拉松所扮演
的角色已不能单纯地从竞技角度去审视它，
但又不能完全将其定性为纯娱乐活动。保
持其竞技运动的天然魅力、充分挖掘其娱
乐价值、进一步发展群众体育应该是我国
马拉松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年深圳马拉松“娱乐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