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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大赛成为申城首批顶级赛事品牌
为加快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上海赛事”品牌认定体系出台

如何将上海打造为国际体育赛事之
都？ 在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 “上海赛事” 品牌认
定体系于 28 日正式发布， 首批 18 项赛
事项目获得 “上海赛事” 品牌认定。 其
中 ， 上海 ATP1000 大师赛 、 上海马拉
松、 F1 中国大奖赛和世锦赛-汇丰冠军
赛四项赛事成为首批顶级赛事 （“P” 赛
事） 品牌。

“PHD”模式为常年举办
赛事定位

2019 年，F1 第 1000 站在上海举行，

ATP1000 大师赛决赛现场座无虚席 ，上

马参赛名额一席难求……随着落户申城
的高品质赛事越来越多， 为加快建立与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相匹配的体育赛事体
系， 上海市体育局结合申城现阶段赛事
特点、 全球体育赛事格局和国内外相关
经验，推出“上海赛事”品牌认定体系。

该体系为“1+3”模式，“1”是指创建
一个“上海赛事”品牌，简称“S”品牌，包
括一次性举办的赛事和常年举办的赛事
两个类别。 当前“上海赛事”品牌认定工
作主要围绕常年举办的赛事展开， 常年
举办的赛事分为“P”“H”“D”三类。

“上海赛事” 品牌认定工作以赛事
能级、 办赛者资质、 赛事规模、 财务状
况 、 城市曝光等五个一级指标 ， 以及

12 个二级指标为标准 ， 最终从申报的

156 项赛事中确定了首批 18 项 “上海

赛事” 品牌名录。

“P” 赛事 （Premium Events） 指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赛事 ， 上海

ATP1000 大师赛 、 上海马拉松 、 F1 中
国大奖赛和世锦赛-汇丰冠军赛四项赛
事获得首批 “P” 赛事品牌认定， 这些
比赛已成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的标杆赛事。

“H”赛事 （Hallmark Events）指能展
现上海城市形象、传播上海城市文化、与
上海城市气质相符合、 具有一定影响力
与知名度的标志性赛事。 首批获得“H”

赛事品牌认定的有钻石联赛 （上海站）、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 环崇明岛国际自
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 世界斯诺克上
海大师赛、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上海
半程马拉松和上海超级杯短道速滑及花

样滑冰、队列滑大奖赛等七项赛事。这些
赛事自首次举办以来， 与上海的城市资
源、城市形象形成良性互动，现已成为申
城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D” 赛 事 （ Developing Events）

指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培育型赛事。 今
年共有七项赛事获得该类认定， 分别为
别克 LPGA 锦标赛 、 上海赛艇公开赛 、

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总决赛 、 上海 10

公里精英赛、 高校百英里接力赛、 上海
杯象棋大师公开赛和中国坐标·上海城
市定向户外挑战赛。 它们极大满足了市
民日益增长的多元体育需求， 展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海燕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PHD” 品牌认定体系将在
三个方面发挥推动作用， “首先是赛事

自身发展的层面， ‘PHD’ 品牌认定体
系能带动赛事往高质量方向发展， 提升
赛事品质； 其次是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的需要， 通过该体系可以筛选出
一批代表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水平的
赛事； 第三从赛事管理的层面来看， 该
体系提升了上海赛事管理能级， 形成从
认定、 评估到扶持的管理闭环。”

逐步形成品牌认定体系
发展模式

发布会现场还公布了以 “心跳” 为
设计理念核心的 “上海赛事 ” 品牌标
识。 16 根长短不一的线条代表上海 16

个区， 组成 “心跳” 的波型， 其中一根
线上的两个球型代表了上海标志性建筑

东方明珠。 “心跳” 标识选取魅力紫与
竞技蓝作为主要渐变色， 不同色彩汇聚
成上海这座梦想之城， 正在向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的目标迈进。

“PHD” 标识底纹均由上海市花白
玉兰花瓣组成。 金色的 “P” 象征 “金
色的果实”， 体现赛事高规格以及全球
巨大的影响力； 蓝色的 “H” 代表 “盛
开的花朵”， 展现赛事的标志性和独特
性； 粉色的 “D” 代表 “待放的花蕾”，

寓意赛事的潜力和广阔前景。

此外，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在
本次发布会上发布了 《体育赛事服务认
证要求》 团体标准， 这份体育赛事服务
认证的规范性文件， 填补了国内体育赛
事在服务认证方面的空白。 这也意味着
上海自主品牌赛事今后不仅可以申评
“上海赛事” 品牌， 还可以申请 “上海
品牌” 的认证。

“上海赛事” 品牌认定工作未来将
成为申城体育赛事的一项常态化工作，

逐步形成 “成熟一批， 认定一批” 的品
牌认定体系发展模式。 上海市体育局也
将探索使用更多样化的体育赛事管理服
务工具， 为培育自主品牌赛事、 提升体
育赛事影响力、 释放体育赛事综合效益
等提供更多支撑。

■本报记者 吴姝

海港继续冲击中超亚军
2比1胜广州城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2021 赛季
中超联赛昨晚展开第 20 轮较量，凭借
穆伊上半时梅开二度， 上海海港队以

2 比 1 击败广州城队。 在山东泰山提
前夺冠后， 争冠组的最大看点是谁能
获得联赛亚军。 昨天，广州队以 2 比 0

击败河北队， 目前与海港同积 41 分，

而长春亚泰为 38 分，在联赛还有两轮
的情况下，亚军争夺战依然充满悬念。

海港队在赛前收到了一个坏消
息。 队中外援保利尼奥在上轮对深圳
队的比赛中意外受伤， 经检查确诊为
右手舟骨骨折， 这意味着他将缺席本
赛季剩余比赛， 包括将于 1 月 9 日举
行的足协杯决赛（对阵山东泰山）。

昨晚海港队在上半时踢得较为轻
松，由于广州城将防线收得很深，奥斯
卡和穆伊领衔的海港中场能在对方禁
区外从容地组织攻势。第 14分钟，奥斯
卡禁区外远射被广州城门将韩佳奇扑
出，随后刘祝润和穆伊连续补射，由后
者破门；第 44分钟，穆伊在禁区外打出
一脚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而入。 第 58

分钟，广州城扳回一城，宋文杰接范云
龙开出的任意球头球破门。

海港队主帅莱科赛后表示， 本队
表现配得上胜利， 下半时的定位球失
分并不意味球队的防守出现了大问
题，“我们依然是中超联赛中丢球最少
的球队，当然，接下来我会帮助球队进
一步提高定位球防守能力。 ”

上海队实现五连冠
国象甲级联赛线上收官

本报讯 （记者吴姝 ）“超玥杯 ”

2021 年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 28 日
落幕。 中国移动上海队以 15 胜 4 平 3

负的战绩登顶联赛，实现五连冠，并荣
膺八冠王，这均为国象联赛的新纪录。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暂停一个赛
季的国象甲级联赛于 12 月 18 日在
“云端”重启。本届比赛共有 12 支甲级
队参赛， 在八个城市设立 11 个会场，

各队在自己的主场进行连续 11 天、共

22 轮的线上比赛 。 比赛采用快棋赛
制， 每方用时 25 分钟， 每步棋加 30

秒。 这一赛制令棋手们在技术和体能
方面都面临严峻考验。由于疫情原因，

本赛季各队均未能引入外援。

上海队由倪华、居文君领衔，带领
年轻棋手徐译、楼一平、宁凯玉、倪诗
群和顾嘉祯出战。 主教练兼运动员倪
华排兵布阵，是整支队伍的定海神针。

居文君、宁凯玉、徐译、楼一平等人均
有不俗发挥，屡屡在关键时刻获胜。

在第 20 轮对青岛城阳队之战中，

倪华率先与老对手卜祥志弈和， 紧接
着居文君、楼一平连下两城，之后徐译
遗憾落败，而小将宁凯玉发挥稳定，帮
助上海国象队赢得本场胜利， 并提前
两轮锁定冠军。 待 22 轮比赛全部结
束， 上海队以 34 分高居积分榜首位，

江苏队和杭州队同积 29 分，前者因局
分较高名列次席，杭州队获得季军。

东方体育中心获冠名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作为 “上海

新十大标志建筑 ” 中唯一的体育建
筑 ， 东方体育中心有了新名字 。 从

2022 年至 2023 年， 浦发银行将冠名
东方体育中心， 这也是上海地区首个
由金融机构冠名的大型体育场馆。

本次合作是两大行业头部企业在
共同探讨产业融合方向上取得的又一
进展。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积
极整合资源 ， 以东方体育中心为引
擎， 开发新产品、 新模式， 共同激活
体育场馆和数字金融的融合生态， 探
索体育产业资源平台， 打造上海金融
品牌与体育品牌跨界合作的典范， 提
升上海国资国企品牌影响力， 共同推
进上海四个品牌建设。

签约仪式上， 双方共同宣布， 东
方体育中心将更名为浦发银行东方体
育中心， 东方体育中心海上王冠、 玉
兰桥和月亮湾三大场馆， 也将更名为
浦发银行东方体育中心综合馆、 游泳
馆和跳水馆。

2021 ·逝者

亚历山大 ·沙拉马诺夫
（前保加利亚国脚、 冬奥会选手）

10 月 25 日 ， 保加利亚人亚历山
大·沙拉马诺夫去世， 享年 80 岁。

沙拉马诺夫是上世纪 60 年代保加
利亚最出色的足球选手之一 ， 他以主
力身份出战 1966 年和 1970 年两届世
界杯。 2011 年保加利亚举行国家队历
史最佳阵容评选中 ， 沙拉马诺夫以高
票当选最佳右后卫。 1960 年， 沙拉马
诺夫在保加利亚名门索非亚中央陆军
开启了自己的专业足球选手生涯 ， 两
年后 ， 他转投索非亚的另一支著名球
队斯拉维亚 ， 并在此效力到 1974 年
退役。

沙拉马诺夫的体育天赋绝不局限
于足球 。 在正式进入足球圈前 ， 他是
一位高山滑雪专业选手。 1960 年美国
斯阔谷冬奥会上 ， 沙拉马诺夫参加了
男子高山滑雪大回转和回转两项比赛，

并在前一项中名列第 37 位。 更不可思
议的是 ， 沙拉马诺夫还以后备队员的
身份随保加利亚男排出征 1964 年东京
奥运会， 但因正选队员无人发生意外，

他最终在东京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 在
现代体育史上 ， 尚无一人同时参加过
夏奥会 、 冬奥会 、 足球世界杯 ， 沙拉
马诺夫是最接近这一成就的运动员 ，

仅此而言， 他就足以载入史册。

雅克 ·罗格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

8 月 29 日， 比利时人雅克·罗格与
世长辞， 享年 79 岁。

2001 年 7 月， 罗格就任国际奥委
会第八任主席， 并于 2009 年国际奥委
会第 121 次全会上连任 ， 任期延长至

2013 年。 罗格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
体育天赋 ， 曾是一名橄榄球和帆船运
动员 ， 并参加过 1968 年 、 1972 年和

1976 年三届夏奥会。 1989 年， 他当选
为欧洲奥委会主席 ， 两年后当选国际
奥委会委员， 并由此进入管理层。

在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 ， 罗
格出席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并盛赞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他去世后 ， 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哀悼称 ， “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为失
去一位伟大的朋友 、 一位热情的体育
迷而深切哀悼 。 雅克热爱运动 ， 喜欢
与运动员在一起———他把这种热情传
递给了认识他的每一个人 。 他在运动
中的快乐具有感染力 。 他是一位多才
多艺的主席。”

盖德 ·穆勒
（前联邦德国国脚）

8 月 15 日， 德国人盖德·穆勒因阿
尔兹海默症逝世， 享年 75 岁。

上世纪 70 年代， 联邦德国足球攀
上了第二座巅峰 。 从拜仁慕尼黑的崛
起到 1974 年世界杯登顶， 在这段辉煌
历史里 ， 贝肯鲍尔是拜仁与西德队的
坚盾， 而盖德·穆勒则是利矛。 穆勒是
那个时代全世界的最佳前锋之一 ， 他
进球如麻 ， 创造了一连串俱乐部与国
家队的得分纪录 ， 并长时间成为世界
杯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 身高仅 1 米

74 的穆勒也为自己赢得了 “轰炸机
（Der Bomber）” 的绰号 ， 这一绰号此
后曾由克林斯曼 、 克洛泽等后辈先后
继承， 而穆勒是初代王者。

就在 2021 年 ， 盖德·穆勒所保持
的多项德甲纪录 ， 被莱万多夫斯基打
破， 包括单赛季进球、 自然年度进球、

连续主场进球等 。 但正如莱万自己所
言， “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传奇人物

相提并论 ， 我感到非常荣幸 。 我知道
拥有这样的进球数据意味着什么 ， 想
要实现这些成就太不容易了。”

柳想铁
（前韩国国脚）

6 月 7 日， 韩国人柳想铁因患胰腺
癌去世， 享年 49 岁。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柳想铁对外
宣布自己罹患胰腺癌四期 。 其实他在
一个月前已经确诊 ， 但在率领仁川联
队保级后 ， 这位韩国铁汉才主动辞去
主教练职务 ， 全力投入与病魔的斗争
中 。 柳想铁在 2020 年 6 月完成了 13

轮化疗 ， 随后进入药物治疗阶段 ， 并
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运动训练 。 去年

11 月 ， 韩国媒体曾报道 ， 他的病情
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 。 但最终奇迹没
有出现。

出生于 1971 年的柳想铁， 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全能型选手 ， 他打过除门
将以外的全部场上位置。 柳想铁身披 6

号球衣出战两届世界杯 ， 都有进球入
账： 1998 年小组赛末轮铲射破门， 帮
助韩国队 1 比 1 逼平比利时 ， 令 “欧
洲红魔” 小组出局； 2002 年小组赛首
战 2 比 0 击败波兰一战中 ， 柳想铁打
入了第二球 。 柳想铁在大学期间左眼
视力急剧下降 ， 进入职业足坛时左眼
接近失明 ， 他没有告诉其他人 ， 直到
快退役时才通过综艺节目透露了自己
的残疾情况。

江口富士枝
（前日本乒乓球选手）

5 月 28 日， 日本人江口富士枝因
患胰腺癌离世， 享年 88 岁。

上世纪 50 年代是日本乒乓球黄金
时代 ， 江口富士枝是当时日本女队的
代表人物。 江口曾夺得 1957 年斯德哥
尔摩世乒赛女单冠军 ， 并三次捧起女
团冠军奖杯考比伦杯 （1954 年、 1957

年、 1959 年）， 此外， 她还两度搭档名
将荻村伊智朗获得世乒赛混双冠军
（1957 年、 1959 年）。

在 1954 年温布利世乒赛上一鸣惊
人的江口富士枝 ， 当时还是大阪药科
大学的在读大学生 。 江口坦言 ： “我
的技术不如其他选手 ， 我只有加倍苦
练才能赶上他们。” 退役后， 江口富士
枝一直活跃在乒乓界 ， 曾历任大阪乒
乓球协会主席 、 日本乒乓球协会副主
席等职 ， 为日本乒乓球发展作出巨大
贡献 。 其亡夫江口芳雄 （旧姓富田 ）

也是乒乓名宿 ， 曾与荻村伊智朗一起
夺得世乒赛男团三连冠。

张恩华
（前中国国脚）

4 月 29 日， 张恩华与世长辞， 享
年 48 岁。

张恩华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涌
现的明星球员 ， 他是大连万达和大连

实德七夺甲 A 联赛冠军的核心后防球
员。 张恩华也是各级国字号的主力球
员， 他随国奥队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
资格赛 ， 但球队折戟六强赛 ； 此后他
参加了法国世界杯和韩日世界杯两届
世预赛 ， 终在后一次获得成功 。 张恩
华是国足出征韩日世界杯的一员 ， 身
披 2 号球衣 ， 不过当时他已让位给了
李玮锋 、 杜威等年轻人 ， 未在世界杯
上获得出场机会。

绰号 “黑子 ” 的张恩华在足球圈
内人缘极好， 交友甚广。 去世前一天，

正是他的 48 岁生日。

迟尚斌
（前中国国脚）

3月 6日， 迟尚斌逝世， 享年 71岁。

球员时代 ， 迟尚斌是国内顶级中
卫 ， 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 随
国足南征北战 ， 并长期担任国家队队
长一职 。 退役后 ， 迟尚斌在日本松下
足球队 （日后的大阪钢巴队 ） 担任多
年青训教练， 1995 年他接到家乡球队
大连万达的邀请后选择回国执教 。 作
为甲 A 联赛卫冕冠军， 大连万达当年
战绩不佳 ， 迟尚斌接手后带领球队重
回巅峰 ， 在 1996 年和 1997 年蝉联甲

A 联赛冠军， 并创下跨赛季连续 55 轮
不败的傲人战绩。

迟尚斌还作为助理教练先后辅佐
戚务生和米卢蒂诺维奇两位国足主教
练， 征战世界杯预选赛 ， 并亲历了国

足首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成功 。 在
淡出一线岗位后 ， 迟尚斌投身青训 ，

作为中国足球名宿辅导团一员到全国
各地指导青训工作。

长冈三重子
（日本老年游泳选手）

1 月 19 日， 日本人长冈三重子逝
世， 享年 106 岁。

长冈三重子不是一位职业体育人，

事实上， 直到 80 岁那年， 她才开始游
泳训练 。 此前 ， 长冈三重子是一位实
业家、 能剧表演者， 80 岁时由于膝盖
积水而影响了能剧表演 ， 在儿子的建
议下 ， 长冈开始了游泳训练 ， 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

84 岁时， 长冈三重子第一次参加
日本游泳大师赛 （游泳大师赛是 25 岁
及以上非职业选手参加的国际泳联系
列赛事）， 翌年创造了五项日本全国纪
录。 92 岁那年， 长冈出战在斯坦福举
行的世界游泳大师赛， 并获一枚金牌。

100 岁的长冈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大师赛
上完成 100-104 岁年龄组短池 1500 米
自由泳的选手 。 迄今 ， 她名下仍有多
达 18 项 100-104 岁组游泳世界纪录。

2019 年， 长冈三重子又打破了一
项世界纪录———她是参加国际泳联认
可的国家赛事的最年长选手 。 当年 ，

长冈正式引退 ， 不再继续参赛 。 这位
日本老人告诉世界 ， 无论哪个岁数开
始运动都不晚。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回避的终

点 。 但人生的精彩恰恰在于过

程， 而非难以更改的结局。 这或

许也是每个体育人的内心独

白———在攀登高峰的路上， 吟唱

自己的诗篇。 2021 年即将过去，

我们告别了多位伟大的体育人，

他们曾以各自的方式将对人生的

热爱、 对体育的赤诚传播给了全

世界。

■本报记者 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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