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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谷苗

上午8时许，冬日阳光洒在上海

体育场蓝色的终点线上，此处的人们

正在翘首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8岁的上海马拉松即将迎来首位完

赛的竞速轮椅跑者。当中国残疾人田

径运动员罗兴传第一个冲过终点，这

位21岁的小伙脸上绽放出略带羞涩

的笑容，他在上马赛场超越了位居次

席的残奥会冠军代云强。对他俩而

言，这是一次洋溢着欢乐又充满考验

的特别体验。

今年是上马正式进入雅培世界马

拉松大满贯评估流程的第一年。根据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办赛要求，上马增

设竞速轮椅马拉松组别，12名参赛运

动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竞速轮椅田径队

的专业运动员。

细致安排保障竞速轮椅
组完赛

巴黎残奥会登顶田径男子400米

T54级的代云强，2010年首次在大连

参加竞速轮椅马拉松，2011年到2014

年每年都到厦门参赛。他告诉记者：

“那几年，国内其实挺多专设竞速轮椅

组别的马拉松赛事，到天津、杭州、成

都等地参赛过。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国内设竞速轮椅组别的比赛就慢

慢少了好多，去年只剩下成都马拉

松。”上马是今年国内唯一一项专设竞

速轮椅组别的马拉松赛事。

在国外，竞速轮椅组是几乎所有

主流路跑赛事的常设组别。“我在残奥

会上碰到的其他国外选手，经常可以

参加马拉松比赛。”代云强说，自己在

备战东京奥运周期时一共参加了三次

大满贯赛——两次伦敦马拉松、一次

纽约马拉松，“最直观的感受是国外竞

速轮椅组别的跑者多达六七十人，那

种比赛氛围很震撼”。国内马拉松竞

速轮椅组参赛人数通常20人左右，本

次上马共有12人参赛。

第一次“试水”竞速轮椅组别，上

马获得了该组别运动员的好评，所有

选手都顺利完赛。“竞速轮椅跑者最怕

爆胎。”作为长距离田径运动员，罗兴

传以1小时32分09秒完成了42.195

公里的比赛。罗兴传告诉记者，与生

活轮椅相比，竞速轮椅的轮胎更细，三

年前参加芝加哥马拉松时，路面颠簸

导致爆胎，他未能完赛。和罗兴传一

样，上马男子竞速轮椅季军马卓也参

加过芝加哥马拉松，上马顺畅的赛道

路况以及沿线观众的热情鼓舞，给他

俩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标马拉松大满贯赛事要求，上

马竞速轮椅组6时45分率先起跑。为

满足轮椅跑者的赛道要求，今年路线

取消徐汇滨江路段，使用原徐汇滨江

段沿线市政道路瑞宁路和龙腾大道，

以保证轮椅选手的安全；同时，在轮椅

选手通行、如厕等方面根据项目特点

单独设置。代云强特别提到，上马在

弯道折返点处铺上了海绵垫，防止竞

速轮椅跑者受伤，这样贴心的服务只

有在国外参加大满贯赛事中见到过。

“路跑和场地赛的感觉真不一

样，”来自广东竞速轮椅队的女选手陈

晓纯时隔三年第二次跑全马，一举摘

得女子组冠军，她感受到与场地赛不

同的热烈氛围。“我非常期待有更多的

马拉松比赛平台能够设立竞速轮椅

组。”陈晓纯说出了竞速轮椅跑者共同

的心愿。

“把无障碍之路铺得越
来越无障碍”

与竞速轮椅设立专门组别不同，

生活轮椅跑者一般与大众跑者一同参

赛。2017年上马曾首度向生活轮椅跑

者开放，20名轮椅跑者首次加入上马行

列。作为首位完成上马全程的轮椅跑

者，广东小伙林文超以特邀嘉宾的身份

出席了上马发布会等活动。他这次没能

来到上海参赛，今年上马没有生活轮椅

跑者选手中签。

据林文超介绍，生活轮椅跑者和追

求速度的竞速轮椅跑者不同，也和视障

跑者不一样，“我们跑马拉松的轮椅就是

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的运动型轮椅，我们

靠着自己的双臂一步一步前进。轮椅和

两条腿跑步的速度不同，更容易受到道

路坡度的影响，我们不提每公里的配速，

也不需配备陪跑员的特别保护。”据林文

超了解，优秀的生活轮椅跑者全马成绩

可达3小时16分左右。

累计参加过70多场马拉松的林文

超告诉记者，2015年左右中国马拉松赛

事迎来井喷期，当年他在全国跑了十几

场赛事，还参加过甘肃张掖100公里徒

步比赛，“前一天去香港买来一台崭新的

轮椅，完赛后基本报废了。”谈起那几年，

林文超依然热血沸腾。2015年北京马

拉松原本拒绝了生活轮椅跑者的报名，

但在舆论呼吁下，北马放出了三个轮椅

跑者名额，“我们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享受

马拉松的氛围”。九年过去了，林文超感

慨，专设生活轮椅组别的马拉松赛还是

少之又少，大多数比赛，生活轮椅跑者只

能通过大众跑者的渠道报名抽签。

代云强说，竞速轮椅和生活轮椅跑

友之间总隔了一层，生活轮椅跑者有机

会参赛时，却没设置竞速轮椅组，而自己

有机会出战时，又因为出发时间不同碰

不上面，“等我退役了，我肯定会和朋友

们一起参加生活轮椅马拉松赛”。作为

生活轮椅资深跑者，林文超认为，前不久

在香港机场举行的机场 ·渣马三跑道系

统10公里跑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解

决方案——为生活轮椅跑者专设组别。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国内的马拉松赛事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接

纳我们？”林文超说，上马设置无障碍洗

手间的举措就“戳到了自己的心窝”。当

这样做的马拉松比赛越来越多时，就代

表着整个社会为残障人士打开了更多的

门。“跑马拉松也好，做乐队主唱也好，做

行为艺术也好，我都是为了把无障碍这

条路铺得越来越无障碍。”生活中的林文

超身兼多重身份，在他看来，“人有奔跑

的本能，马拉松让我真正回归天性，让我

感到自己与他人无异，能被社会接纳。”

奔跑平等地带给每个人内啡肽的快

乐，也公平地磨砺着每位跑者心底的意

志，这与轮椅无关。

上马首次设立竞速轮椅马拉松组别，轮椅跑者共同呼吁——

找回奔跑天性，我们渴望更多舞台
■本报记者 吴姝

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因为一场体

育盛事而暂时停滞，行色匆匆的人们因

为一次体育比赛而沿街驻足，这就是一

年一度的上海马拉松的魅力。

昨日，38000名跑者如长龙般跑过

浦西赛道，完赛率高达98.24%，创下

2014年来的最高纪录。在42.195公里

的赛道上，汇聚了来自62个国家及地

区的参赛者，将节日的氛围传递到整座

城市。作为“全中国最难报上名的马拉

松”，上海马拉松的全马和健身跑项目

的报名人数共计达257854人，据主办

方统计，上马全马（23000个名额）中签

率为11.2%，健身跑项目（15000人）中

签率为38.4%，可谓“一席难求”。

在经济学上，“马拉松周期”一般被

解释为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后，以

马拉松为代表的体育赛事会迎来黄金

时期。2011年，我国人均 GDP突破

5000美元，从这年起，全国各地举办的

路跑赛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年来，以马

拉松赛事为领头羊的中国路跑运动蓬

勃发展，并带动整个运动市场成长。

“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一定水平

后，个人运动的发展快于团队运动，所

以马拉松率先从美国、日本等地发展起

来，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索康尼事业

部总经理徐龙飞告诉记者，中国掀起

“马拉松热”不止上述原因，“随着国民

大众对于个人健康的追求逐渐提升，跑

步是一项既可以说没门槛也可以说高

门槛的运动，它有普遍的消费群体。”他

认为，全球品牌都无法忽视中国市场，

中国的运动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据我们对跑步市场的测算，中国

有300万专业跑者、3000万精英跑者、3

亿大众跑者，我相信大众跑者的数量还

会继续增加，整个运动市场将呈现爆发

式增长。”徐龙飞介绍，作为来自美国的

百年老牌，索康尼进军中国市场曾两度

失利，直到2019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后

才站稳脚跟，“虽然我们没有参与中国

马拉松发展的前期阶段，但我们正在见

证中国运动市场蓬勃发展。”

上海国际赛事文化及体育用品博

览会正是从上马衍生而出，在为期三天

的上海体博会上，近200家国内外知名

运动品牌参展，覆盖了运动鞋服、运动

手表、运动耳机、运动康复等多种品

类。在路跑蓬勃发展的带动下，中国运

动市场的“蛋糕”会越做越大，这已成为

体育产业圈内的共识。

全球智能可穿戴品牌佳明2008年

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012年布局路跑市

场，该品牌中国区营销总监宋绍立明显

感受到：“中国运动市场进入了一个快

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运动类型还是运

动装备，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市场

不断成熟细分。十几年来，新人不断入

局，一轮更加细分多样的运动消费潮正

在进行中。”宋绍立认为，未来运动市场

的深度和广度应当会有进一步发展，消

费者会从为流行而运动，转向为自己的

成绩表现、为自己的健康埋单。

运动界内有句俗话：路跑的终点是

越野和铁三。这其实说的是路跑运动

普及后制造的辐射效应。“中国马拉松、

越野跑、铁人三项和骑行的参与人数非

常庞大，而且这个市场会有很大的潜力

可挖。”迈胜体育营销负责人苏伟奇告

诉记者，作为国产专业运动营养品牌，

迈胜对标欧美老牌竞品的优势在于有

非常充分的中国运动员数据，可以用更

科学的方式帮助大众跑者和精英运动

员提升运动成绩。他坚信，由路跑带动

起的中国运动市场将辐射到更多的细

分领域，如运动营养市场，“越来越多的

品牌正在积极拥抱中国运动市场”。

蓬勃发展的路跑带动中国运动市场
■本报记者 吴姝

本报讯 2024年中国体育彩票

“好运‘弈棋’来”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

霸赛总决赛上周五在江苏落幕。经过

七轮小组赛和四轮淘汰赛的角逐，浙

江“棋王”夏天舒摘得桂冠。上海“棋

王”柳一帆收获季军，这也是上海棋手

连续两年登上赛事领奖台，显示了上

海业余棋手的不俗实力。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与中国象棋协会联合主办。

从海选赛、地市赛再到省级赛，经过层

层激烈角逐，全国31位省级“棋王”一

路披荆斩棘，为争夺“体彩民间棋王”

桂冠展开较量。

比赛以小组循环赛和单败淘汰赛

相结合的赛制展开，通过线下对弈与

线上直播的形式，面向全国观众直播

精彩对局。参赛选手们上演一场场充

满智慧的象棋巅峰对决，步步为营、环

环相扣的比赛方式，不仅考验了选手

们的综合实力，更充分展示了象棋竞

技中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赛事期间，

特邀象棋特级大师吕钦还与参赛选手

们进行了车轮战活动。

区别于职业赛事，本次比赛更加

注重展现“草根”参赛选手的独特创意

与风格。在对弈中，大开大合的场合

频频出现，充满了观赏性。31名参赛

选手中，既有经验丰富、稳扎稳打的

“60后”老将，也有思维灵活、朝气蓬

勃的“00后”新秀，他们以各具特色的

棋风，践行了象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体育彩票“好运‘弈棋’来”全

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自启动以来，

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不仅是民间棋

王们切磋棋艺的舞台，更是象棋爱好

者们交流互动的欢乐盛会。通过将象

棋运动与体彩公益事业相结合，不仅

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象棋爱好者热情

参与，也在传播过程中充分展示象棋

文化的深厚魅力，如今已发展成为一

项覆盖范围广、参赛人数多、赛事规模

大的群众性象棋品牌活动。（蔡倜）

体彩民间棋王争霸赛收官
上海棋手柳一帆荣获季军

本报讯 （记者吴姝）2024年成都
混合团体世界杯昨日开幕，中国队派

出林诗栋/蒯曼、王曼昱、王楚钦出战，

以8比0大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

红。国乒今日将迎来印度队的挑战。

在昨日的比赛中，第一次参加混

团世界杯的林诗栋/蒯曼率先登场，他

俩准备充分，以3比0横扫卢伟/洪剑

芳，为中国队拿下3分；第二盘女单，

王曼昱也以3比0轻松击败澳大利亚

女将梅丽莎；第三盘男单在王楚钦和

裴焕之间展开，“大头”以11比9、11比

6连下两局，中国队率先获得8分，赢

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根据签表，中国队与印度、澳大利

亚、美国分在A组。第一阶段小组赛

为期三天，16支队伍分在四个小组，

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

依旧采取循环赛制，从4日开始，为期

三天。最后四强队伍在8日完成半决

赛、铜牌赛和金牌战的争夺。混合团

体世界杯每场比赛采用15局8胜制，

每盘比赛采用三局制，先累计8局胜

局的队伍获胜。每场比赛以混双、女

单、男单、男双或女双、男双或女双为

序，后两盘双打比赛的顺序将在赛前

由排名较低队伍的队长决定。

混团世界杯昨日揭幕

国乒轻取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在上周落
幕的2025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亚

太区外卡赛决赛中，35岁的张帅以7

比6（2）、0比6、7比5的比分战胜另一

位中国金花郭涵煜，赢得女单冠军的

同时收获明年澳网正赛外卡。

明年澳网将是张帅时隔两年再度

亮相墨尔本公园，也是她第13次踏上

澳网女单正赛之旅。这位老将满是感

慨与欣喜：“很高兴能在职业生涯的尾

声阶段，还能为自己拼来一次登上大

满贯赛场的机会。更何况这一次是澳

网，它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特殊地位。”

从2023年开始，张帅深陷低谷，

遭遇巡回赛单打24连败，刷新女子网

坛单打最长连败纪录，女单排名也一

度跌至700名开外。直至今年中网，

她强势逆袭，打破连败魔咒的同时第

三次闯入中网女单八强。

“这张外卡对于我来说意义非

凡。”外卡赛结束后，张帅用手机对着

摆在现场的澳网女单冠军奖杯不停地

拍照。澳网是张帅的福地。八年前，

张帅从资格赛艰难启程，首轮就爆冷

战胜当时排名世界第二的罗马尼亚名

将哈勒普，结束大满贯正赛14连败，

并最终闯入八强，创造个人大满贯单

打最佳成绩；2019年她搭档本土名将

斯托瑟获得女双冠军，职业生涯首次

捧起大满贯冠军奖杯。

明年再度出征，张帅渴望借此契

机证明自己“还行”。她表示：“既然拿

到了参赛资格，接下来的每一天训练，

我都要以更刻苦的态度投入其中。除

了女单，我还有双打，或许还有混双。

我会用心享受在澳网度过的每一天。”

2025年澳网将升级为为期三周

的超级嘉年华赛事，将于明年1月6日

至26日上演，目前已确定郑钦文、王

欣瑜、袁悦、王雅繁、王曦雨、郑赛赛、

张帅、张之臻、商竣程、布云朝克特等

十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

张帅拼下明年澳网外卡

热血与梦想交织，一场青春盛会点

亮振兴三大球的未来。上周落幕的第一

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集结了来

自25个省市自治区的96支队伍，决出足

球、篮球、排球三个大项的六枚金牌。

这项全新创立的赛事，如同一场“摸

底考”，对全国三大球项目后备人才展开

一次真刀真枪的实力检验。作为六个全

项参赛的代表团之一，上海市代表团五

项晋级四强，收获男足亚军和男篮、女

排、女足三枚铜牌，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

奖。尽管遗憾与冠军奖杯擦肩，但多名

颇具潜质的新星闪耀青春舞台，队伍整

体实力位居前列，展现出在三大球项目

上深厚的底蕴和坚实的青训根基。

优质平台加速新星成长

打好三大球“翻身仗”，强基固本是

核心议题。三大球运动会正是以此为出

发点，充分发挥竞赛杠杆作用，通过举办

高质量赛事，厚植三大球人才沃土。

“三大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属于系统

性工程，举办赛事无疑最具带动性。”国

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表示，通过

高级别、高质量比赛培养和发现人才是

各方共识。而将赛事成绩挂钩全运会，

可以有效调动各地体育部门的积极性，

形成推动项目发展的长效机制。

“绝对是好事。各省市高度重视，比

赛质量明显提高，队员们也有一股劲。

就应该多办这样有质量的比赛，在全国

再出些人才。”以81岁高龄率队出征的

徐根宝，充分肯定赛事价值，“一定坚持

办下去，不要办一办停下，那就可惜了。”

搭建优质赛事平台，有助于新星成

长。上海其实早已在本土赛事体系上做

起文章。从市运会调整奖牌数量和设

项，激励基层培养和输送人才；到创办三

大球“明日之星”系列赛，邀请全球顶尖

青训队伍来沪交流，均是以高水平赛事

撬动项目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多元模式拓展选材渠道

相比传统人才大省，上海三大球项

目的选材面并无优势。如何扩大参与基

础、拓展选材渠道，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

“蓄水池”？上海根据城市发展特点，构

建起传统体校、普通学校、社会力量“三

驾马车”协同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多元、共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亮相三大球运动会的上海市代表

团，正是多元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的体

现。参赛阵容中，既有传统体校培养的

运动员，也有来自校办二线运动队的优

秀学生运动员，还有出自根宝足球基地

以及海港、申花、久事男篮等职业俱乐部

梯队的新星。

“三种模式虽各有侧重，但绝不是各

自为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

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主任周战伟介

绍说，“比如青少年运动员进入专业队伍

前，在区少体校进行体育训练的同时依

然是学生。而校园体育和社会办训机

构，也可以发挥各自力量，与其他模式合

作共建，相互补充助力。”

得益于“三驾马车”协同发力，上海

在“青训+”理念的引领下，吸引广泛参

与，选拔优秀人才。逐步完善的人才上

升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青少年

运动员成长的后顾之忧。

“很多排球传统校都是名校，这次女

排就有六人来自格致中学。”上海市竞技

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排球运动中心主任陈

皓峰提到，畅通的成长通道对于青少年

运动员和项目发展有重要意义，“通过体

教融合，在训练之余兼顾学习，加上完善

的退役保障机制，家长可以放心送孩子

来练排球。人口基础大了，有助于项目

发展，项目发展好，能吸引更多人才，形

成一种良性循环。”

优秀教练“下沉”夯实基础

不同于运动员多为新鲜面孔，三大

球运动会的教练席可谓星光熠熠。在上

海各参赛队中，既有徐根宝、奚志康、马

良行这样的名帅，也有李佳鲁、彭飞等退

役后转型青训教练的新生代。

“青少年队伍，教练是重中之重。不

光技术能力、战术素养，整体发展方向都

需要教练塑形，对于运动员职业生涯和

人生道路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陈皓

峰看来，夯实三大球人才基础，基层教

练队伍建设是关键。为此，上海各项目

均设有中心教研组，不仅一二三线教练

定期开展业务研讨，还组织多方专家指

导交流。此外，一批优秀运动员退役后

到区体校、排球传统学校任教，有效提

升了基层教练团队的专业水平，“像詹

国俊等国手到区体校带队后，取得了一

定成效。”

“有几个队员就是以前的队友、师

兄输送的，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教得比较

规范。”率领上海男排出征三大球运动

会的李佳鲁认为，“让优秀运动员做孩

子们的领路人，对人才培养肯定会起到

正面影响。”

为推动优秀运动员下基层，上海体

育局近年来通过各类培训课程、名家指

导，帮助退役选手完成角色转换。带领

男篮摘得铜牌的彭飞正是“百人计划”培

训班的受益者。“当教练比当队员难多

了，系统学习让我获益匪浅。”带队收获

出色战绩之余，彭飞更希望在青训岗位

上将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简单而言，

就是让他们少走弯路。”

青训“摸底考”交卷，上海筑牢三大球发展根基

上马首次设立竞速轮椅组别，12名选手顺利完赛。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