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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座国际顶级标准
马术专业赛馆在沪开工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作为中国

第一座符合国际顶级马术赛事标准的

永久性专业比赛场馆， 上海久事国际

马术中心昨天举行项目开工活动， 并

力争于 2022 年 4 月竣工验收。 上海

市副市长陈群宣布马术中心项目正式

开工。

历经三次项目选址， 上海久事国

际马术中心最终 “落户” 浦东新区世

博文化公园 C04-01a 地块 ， 基地南

临通耀路， 西临济明路， 总用地面积

3.32 公顷 。 主体建筑包含一片长 90

米 、 宽 60 米的竞赛场地和热身场 、

训练场、 高规格马厩等竞赛设施， 以

及包括约 5000 座的观众与贵宾看台

在内的一流观赛设施。 此外， 中心内

设隔离检疫、 观赛、 公共服务、 媒体

工作、 组委会办公、 服务配套及设备

停车等功能区， 致力于打造 “五大中

心” 为一体的特色场馆。

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的核心设

计理念， 源自对空间环境及马术运动

精神的尊重 ， 摒弃了常规体育场馆

“高而显” 的设计思路， 转而将自然

环境直接引入国际马术中心内部， 与

世博文化公园整体融合， 力求在极为

有限的用地条件下实现专业性的马术

运动功能。 整个马术中心以 “谷” 的

方式， 将西侧下沉的新建 19 号线地

铁后滩站、 花艺园等地下联通空间与

东侧公共空间相联， 形成面向公众开

放的连续步行空间。 同时， 马术中心

将原创全球首个群控可升降灯光平

台， 以满足不同类型、 不同时间与天

气条件下的马术赛事转播与灯光照明

需求。

自 2014 年突破重重难关与欧盟

达成 “临时非疫区” 共识以来， 世界

五星级赛事———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

在黄浦江畔亮相 、 扎根 ， 并于 2017

年获得欧盟和国际马联认可成为全球

旗舰赛事， 上海成为了世界马术赛事

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顶级赛事

的带动下， 申城马术氛围不断升温，

马术俱乐部数量快速增长， 注册马术

运动员数量显著增多。 如今， 随着国

际马术中心项目的开工， 上海也将成

为全国唯一一座集专业马术场地与顶

级国际马术赛事为一体的城市。 建成

后的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 将为进

一步提升上海马术赛事品质、 丰富市

民生活、 打造马产业集群以及抢占国

际马产业布局先机提供支持。

申城由“养老”变“健老”

今年近百万人次参与
老年体育赛事活动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即将过去

的 2019 年， 申城仅市级老年体育赛

事交流与展示活动就举办了 316 次，

全年参与各类老年体育赛事活动的老

年人达到近百万人次 。 围绕着建设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和 “健康上海”

的目标， 这座心态愈发年轻的城市正

在将 “养老” 转化为更加积极主动的

“健老”。

在本周举行的 2019 年上海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

市老体协不仅颁发了 2019 年上海市

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和示范街镇

等奖项， 还发布了 《关于上海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 2019 工作总结和 2020 年

工作计划的报告》。 报告明确了协会

未来目标， 即在为老年人搭建健身平

台、 将活动延伸到街镇村居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科学健身素养的培

训工作， 并以明年的第三届市民运动

会暨第十一届老运会为契机， 继续开

展老年体育工作。

从创建老年体育的品牌赛事， 鼓

励街镇积极发动参赛， 到市、 区携手

抓重点， 提高男性参与社区健身的积

极性， 过去一年， 本市的老年体育工

作展现了诸多亮点。 在老体协下属各

项目委员会的协助下， 面向老年人群

的体育宣传工作不断加强， 让本市更

多老年人懂得专业的健身知识， 并培

养坚持健身的习惯。

顶级花滑盛宴
明年登陆上海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作为世

界顶级花样滑冰演出品牌 ， 2002 年

始创于日本的 “Fantasy on Ice （冰

上幻想）” 对日本花样滑冰的发展助

力不小， 浅田真央、 荒川静香、 高桥

大辅、 纪平梨花等名将都是该演出的

常 客 。 明 年 5 月 30 至 31 日 ，

“Fantasy on Ice 2020 in SHANGHAI

冰上幻想上海站” 即将登陆上海东方

体育中心 “海上王冠” 体育馆。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后 ， 我发

现日本选手只参加国际性赛事， 他们

需要更多机会磨练自己， 于是创建了

这一品牌。” 据演出创始人真壁喜久

夫介绍， 如今正处花滑比赛季， 主办

方还无法敲定参赛名单， 但会向包括

中国在内的世界顶尖花滑选手们发出

邀约 。 这场以 “立足日本 、 闪耀全

球” 为定位的表演之所以以中国上海

为落脚点， 一方面源于中国花样滑冰

运动的迅猛发展， 另一方面则因为曾

举办花滑世锦赛等赛事的申城有着深

厚的冰雪运动群众基础。

2019年中国足球仍在黑暗中徘徊
各级国字号队伍困难重重 武磊留洋西班牙成唯一亮点

李铁对于出任国足主帅的欲望非

常强烈，中国足球决策层也非常倾向于

让他来挑上这副担子， 但在 2019 年即

将过去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看不到最

终消息的确定。 组织应聘面试需要时间

走流程，究竟要不要土帅配洋顾问的模

式还需要探讨，总之 ，这让中国足球巧

妙避免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在

短短一年时间里先后出现四任男足国

家队主帅。

于中国足球而言，2019 年最重要同

时也是最尴尬的事，无疑发生在男足国

家队：一年中出现三任主帅 ，而且卡纳

瓦罗和里皮（尤其是第二次离任 ）最终

都走得如此决绝，实在堪称这一年里中

国足球的代表性镜头。 1 月 25 日，里皮

在国足 0 比 3 不敌伊朗队（亚洲杯四分

之一决赛） 后宣布不再担任国足主帅，

并以一句“我想过会输 ，但并没想到会

以这种形式输掉比赛，今晚我对球员没

有感谢”，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情绪。 4 月

18 日，刚刚率领国足参加完中国杯的卡

纳瓦罗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主动放弃中

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职位。11 月 15 日，

二度执掌国足教鞭的里皮在世预赛 1

比 2 不敌叙利亚队之后第二次发表了

自己的辞职演说 ：“如果球员在场上害

怕，没有斗志，没有欲望，没有胆量 ，不

能从容传球， 不能体现出训练的东西，

那就是主教练的责任。 所以我向大家宣

布现在辞职，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

有两条背景消息值得一提。 首先，

国足在本次世预赛四十强赛的签运极

佳，即使输给叙利亚队后 ，晋级十二强

赛的可能依然非常大 ；其次 ，为了豪赌

进军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 中国体育

主管部门开启了球员归化大门，目前已

有李可、 艾克森先后代表国足出战，而

高拉特、费尔南多等多名强力攻击手有

望在明年亮相。 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坚

决地提出辞职，只能说明里皮对中国足

球已经绝望了。

作为世界顶尖教练，里皮的两次离

任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沉痛打击。 自米

卢帮助中国足球创造历史之后，从阿里

汉、福拉多、杜伊到卡马乔 、佩兰 ，再到

初来乍到时被视为“救世主”的里皮，一

系列洋帅的失败，证明了无论国足请来

谁当主帅， 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李铁预期中的上任可能将开创全新的

历史，也可能只是又一次毫无意义的轮

回。 从最近传出的“国足杀入十二强赛

将再聘洋帅” 传言来看，轮回的可能性

不小 。 中国球迷对这种桥段一定不陌

生， 从阿里汉之后的朱广沪， 福拉多、

杜伊之后的高洪波 ， 再到佩兰之后的

高洪波，球迷们已经无数次看过了雷同

的剧情。

与国字号球队在各条战线上的失

败相比，中国足协于 8 月举行的换届选

举，或许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 ，至少

从开端来看是这样。 陈戌源出任新一届

足协主席，孙雯、高洪波、杜兆才出任副

主席 ，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将翻开

“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新篇章，这次换届

也让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的脱钩进入

全新的阶段。

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势力之

间的冲突正在慢慢凸显。 作为陈戌源上

任之后的重点任务，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的成立时间一推再推便是一个证明。 在

昨天披露的 2020 赛季联赛新政中 ，有

关归化球员的使用规则在最后一刻被

高层叫停并去除，同样说明了中国足协

和有关部门的脱钩还远未达到预期中

的地步。 困难的开局或许早已在预期之

中。 陈戌源及其团队接下来将如何利用

智慧和韧劲走出困局， 或将成为 2020

年中国足球的一大看点。 当然，一旦处

理不当，也很可能成为中国足球进退维

谷的一个起点。

一片灰暗之中，武磊当仁不让地成

为了中国足球 2019 年唯一的亮点。1 月

加盟西班牙人俱乐部 ，并实现 “即插即

用”，迅速在球队站稳脚跟，交出一年出

场 43 次打入 8 球的成绩单， 武磊的表

现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无愧于

“全村的希望”。 作为目前国内最优秀的

球员，武磊留洋的相对成功对其他球员

是一次巨大的鼓舞。 让更多年轻球员前

往欧洲，也恰恰是现任足协领导层最想

实现的事情。 但也必须看到，在韦迪时

代也曾经推行过一次年轻球员的大规

模留欧，但最终大多数人都成了 “出口

转内销”的产品，被高薪诱回了国内，最

终无人成功地留在欧洲。 而在 2019 年

年底出台的相关限薪规则中，关于 U21

球员顶薪每年 30 万元的条款再度引发

争议，这样完全走到天价高薪反面去的

“低薪”，究竟将成为推动球员留欧的动

力，还是让大批在足球之路上走到半途

的年轻人就此放弃足球梦， 或许 2020

年也给不出答案。

在 2019 年即将过去之际， 中国足

球还没有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局内人所

做的一切， 只是在黑暗中继续摸索，但

方向是对是错，我们暂且未知。

■本报记者 陈海翔

里皮 （中） 在兵败叙利亚后愤而辞职， 这一幕成为 2019 年中国足球的缩影。 Osports

U21球员限薪30万元是怎么制定出的？

2020赛季中超及中甲联赛新政落地

中国足协昨天召开联赛投资人会

议，有关中超、中甲联赛 2020 赛季的一

系列新政也终于落地。 与以往相比，本

次新政针对外援和 U21 队员这两方面

作出了较大变动，尤其是 U21 队员的年

薪被设定为税前不超过 30 万元， 如何

得出这一数字，着实令人费解。

本次公布的 21 岁以上本土球员限

薪内容， 与 2018 年底进行的联赛工作

会议所公布的没有差别———顶薪 1000

万元，国脚可上浮 20%，早已为人熟知。

但在 U21 球员薪水方面，中国足协却给

出了税前不超过 30 万元的限制， 虽然

这条规定附加了“如果该球员达到出场

标准则不受此规定限制”的条件 ，但究

竟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并未在会议中同

期公布。 根据足协的说法，这一标准将

由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今后研究

并发布。

成年球员最高薪水为 1200 万元 ，

U21 球员的顶薪则断崖式地降至 30 万

元，这种完全脱节的设置 ，必将大大打

击低年龄球员对于未来走职业道路的

信心， 进而打击各地足球青训建设，甚

至动摇职业俱乐部的人才储备基础。 与

此同时，足协未来如何解决出场标准设

定同样令人关注：如果标准较高 ，那么

必然将有大批球员无法达标，只能拿着

30 万元甚至更低的税前薪水；一旦标准

较低，绝大部分球员都能达标，那么 30

万元这个顶薪又显得多此一举。

与 U21 球员顶薪设置过低相比，取

消该年龄段球员的转会人数限制有利

于年轻球员的流动和成长。 根据足协此

前规定，每个赛季每家俱乐部的转会名

额为“5+3”，其中五人为无年龄限制转

会名额， 三人为 21 岁以下球员转会名

额。 而此次 U21 转会名额限制被取消。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取消转会名额限

制理论上将促进流动， 但 30 万元的顶

薪设计又让流动成为纸上谈兵。

下赛季新政中另一系列比较大的

变化与外援有关。 据规定，2020 年 1 月

1 日后， 各俱乐部新签的外籍球员年薪

不得超过税后 300 万欧元。 此外，有关

外援注册、上场人数则设定为 ：中超联

赛同时上场最多四人，同时报名最多五

人，同时注册最多六人，全年累计注册

七人次； 中甲联赛同时上场最多两人，

同时报名最多三人 ， 同时注册最多四

人，全年累计注册四人次。 而此前有关

非血缘归化球员将被视为外援的传言，

此次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 ，本次会议

公布的细则中没有一条涉及归化球员。

■本报记者 陈海翔

繁荣之下，中国马拉松仍需沉淀
替跑蹭跑屡禁不绝 重大管理失误频现

中国马拉松市场繁荣依旧，无论是

上马、北马等标志性赛事屡创新高的报

名人数，或是过去一年业内估算出的近

2000 场赛事总量，皆是绝佳证明。 只不

过，过去这两三年 ，跑者人数的增幅已

落后于赛事数的增长。 从多数赛事依然

有赖于举办地政府拨款，始终无法形成

商业模式上的逻辑闭环就能看出，对于

这些赛事而言， 与城市旅游业捆绑，才

是核心驱动力。 毕竟再也找不到任何一

项运动，比马拉松更能展示一座城市的

形象 。 这一供需关系本身并不值得批

判，若能以优质的赛事同时带动城市发

展与路跑推广，本该成为一段多方共赢

的佳话。 但现实是，蓬勃发展多年之后，

中国的路跑文化始终无法跟上市场的

步伐，而稀缺的办赛资源与不断增长的

办赛需求，则导致了国内马拉松赛事的

乱象频发。

替跑、蹭跑、越区起跑、抄捷径或是

借助轮滑、共享单车作弊等现象 ，仍是

国内路跑赛事违规事件的重灾区。 通过

搜索引擎检索“马拉松+处罚 ”，过去一

年仅已被官方证实并处罚的此类违规

事件就已逾百起。 随着人脸识别、芯片

数据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交网络发展带

动的舆论监督，筛查此类违规现象已非

难事。 为遏止这一现象，被波及的赛事

主办方们不惜开出重磅罚单———上马

不久前对涉嫌替跑并在途中使用共享

单车的选手处以终身禁赛，杭马设立了

“不受欢迎名单”，而海南（三亚）国际马

拉松今年则取消了 46 位跑者的完赛成

绩 ， 其中就包括了男女半马的冠亚

军———这些违规行为更多是跑者素质

的体现，严查与重罚是赛事组织者们可

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但局面似乎难

以改变。

这是全世界马拉松都需面对的难

题， 但在中国似乎爆发得尤为频繁，甚

至一度让中国跑者在国际舆论中的形

象严重受损———在门槛极高的殿堂级

赛事波士顿马拉松赛上，今年有两位中

国籍选手伪造国内成绩参赛，另有一人

不仅私自转让号码布违规参赛，还堂而

皇之地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由人代跑完

赛的经历。 这一极端案例所折射出的，

是国内一些跑者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

偏差。 对他们而言，参加马拉松是满足

自我虚荣的一种方式，甚至会形成一定

程度的优越感。 这多少也与舆论对马拉

松运动的宣传有关，跑完 42.195 公里确

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归根结底还是

一项需要敬畏的极限运动，未经足够训

练的盲目跟风者本不该属于这片赛道。

如果说跑者们的违规行为大多是

老生常谈，赛事组织者的混乱管理则不

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3 月的海口马拉

松赛 ， 负责摄像的摩托车并未及时离

场，反而抢在冠军身前冲线 ；不久后的

重庆马拉松，赛事直播的直升飞机因操

作不当吹跑了赛道的隔离板，造成一位

选手受伤； 两个月后的青岛马拉松，引

导员失职令当时领先的选手跑错线路，

险些失去即将到手的冠军；不久前的深

圳马拉松，当国内男子组冠军喘着大气

冲线时， 却被人拉拽住披上国旗合影。

深马的这一幕，犹如一年前“奔跑中国”

系列赛备受争议的 “披国旗事件 ”的重

演，这一荒唐而又违背运动规律的面子

行为在该系列赛上演了两次后，中国田

协才开出罚单。 巧合的是，如今担任深

马运营方的恰好是 “奔跑中国 ”系列赛

当时的运营方智美体育。 因此，尽管中

国田协认证“深马风波 ”是肇事者的个

人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开出罚单 ，但仍

有不少人对事件的真相产生怀疑。

有限的办赛资源与井喷的赛事增

长间的矛盾固然存在，但以上赛事均非

首度举办。 究其原因，除了主办方自身

能力问题，或许也与相关监管的缺失有

关。 在中国田协的官网，除深马被取消

该年度等级评定资格外，其余赛事均未

被处罚。 而对于因主办方管理不力导致

部分选手完赛成绩缺失的兰州马拉松

事件 ， 中国田协的回应是要求主办方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要求赛事运营单

位及芯片计时服务供应商限时整改，并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追加处罚 ”的处理

意见，但直至如今 ，仍未有后续的情况

说明被公布。 选手们的违规行为至少有

赛事主办方的监管，而针对各赛事的及

时有力的处罚在多数情况下却是缺失

的。 在国内多数赛事更依赖于政府拨款

而非跑者口碑的情况下，仅仅流传于部

分跑友间的非议，并不足以真正影响这

些赛事的运营。

■本报记者 谢笑添

蓬勃发展多年之后，中国的路跑文化依然滞后。 Os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