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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勇攀高峰，这是体育的魅力更是上海的魅力
随着夏意渐渐退

去，秋天的清凉来得
仿佛有点早，这对于
出行的市民是一个好
消息。这个周末，许
多市民再度聚集在苏
州河两岸，欣赏着百
舸争流的魅力，而这
已经成为上海赛艇爱
好者的一项传统。

除了上海赛艇
公开赛之外，上海的
登高爱好者也在普
陀地标环球港双子
塔展现了向上的能
量，今年的市民登高
系列赛也是连续挑
战佘山、金茂大厦、
白玉兰大厦等沪上
高点，并在10月份冲
击“Big 3”之一的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

越来越多的高品
质赛事在上海不断回
馈老观众、开辟新赛
场，从黄浦江、苏州河
到各区的知名地标建
筑，纷纷成为选手们
展现体育魅力的舞
台。走出体育场馆，
迈向更广阔的城市空
间，通过创造新场景、
新玩法，体育赛事不
断探索“体育+”融合
发展新模式，同时也
在助力城市的高质量
发展，并且为市民丰
富高品质的生活。

从成都大运会到
即将举办的杭州亚运
会，人们对体育赛事
为城市赋能的期待越
来越强烈。城市是赛
事的“赛场”，赛事是
城市的“秀场”，城市
成全赛事，赛事成就
城市，对于以打造全
球体育城市为目标的
上海，一场新的双向
奔赴正在上演。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苏州河上的百舸争流展现着
上海的速度，而周六的另一场赛事
则在挑战上海高度，在普陀区地标
环球港的双子塔里，上海的登高爱
好者也在向上攀登。而据赛事组
织方奇欢集团总经理杨奇才介绍，
上海市民登高大赛每年的赛站一
直在增加，今年在佘山、金茂大厦、
白玉兰大厦等代表上海高度的地
标建筑都举行了比赛，下个月赛事
还将挑战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为了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在组
织和保障方面组委会也是下了许
多功夫。比如环球港双子塔比赛
楼道中，每一层都有志愿者、赛事
工作者、急救人员、安保人员，像串
糖葫芦一般站在楼层中。为了不
影响选手的比赛，这些工作人员只
能躲在角落或者逃生门附近，但必
须做到所有的楼层都无死角监控，
杜绝一切盲点，保证赛事的顺利进
行。“有的高楼会有一些避难层，我
们就把避难层改成了赛事的补给
区。选手们可以在这里喝点水，吃

一些补给品。真正的职业选手一
般不需要补给，因为这只会耽误他
们的成绩，但业余参赛的市民们还
是希望有这样的赛事服务的。”杨
奇才说。

转到户外的苏州河，这里优良
的水文条件为“上艇”顺利举办提
供了办赛环境，目前整个苏州河已
经达到Ⅳ类水质标准，这是城市景
观水体的标准，同时也是“上艇”驶
入苏州河的必要条件。另外“一江
一河”滨水公共空间贯通和品质提
升，为赛事举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载体。

但比起陆上办赛，在水域办赛
的复杂性则更高。为了赛事顺利
举办，市水管处根据保障工作方案
成立赛事保障工作小组，明确赛事
保障时间、保障范围、保障项目、保
障措施和保障力量及安排，各司其
职做好保障工作。比如“上艇”比
赛期间，苏州河上的公务船、保洁
船需要避免出航并择时工作，并通
过陆巡和船巡的方式，工作人员兵

分四路加强水域市容巡查，以“双
零”目标助力赛艇比赛提档升级。
为了让市民能在亲水平台更好地
观赏比赛，同时也要避免有物品掉
入河中影响比赛，相关部门在绿化
整治、垃圾回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
工作，确保水域环境干净整洁，彰
显城市形象。

在举办高品质赛事的同时，也
是在推进城市治理，并且展现城市
魅力。体育赛事可以说是城市发展
的“动力源”、形象展示的“会客厅”、
能级提升的“助推器”、空间优化的

“指挥棒”。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多
年来持续致力于长江淡水生态系统
的保护研究和实践工作，是可持续
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力量。“上马”“上
艇”加上未来的“上帆”都将持续与
其沟通合作，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携手共进，引领体育赛事对绿
色环保理念的重视，积极表率、传递
环保价值观，倡导市民共同守护热
爱的地球家园。

杨奇才则表示，上海许多地标

建筑愿意作为上海市民登高大赛
的比赛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种
社会责任感，“加入我们赛事的许
多大楼都是5A甲级写字楼，这些
大楼根本不担心租不出去，所以参
赛的商业方面的考虑并不是主要
的，关键还是一种公益意识，”杨奇
才说，“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通过与
体育赛事相结合，吸引上海乃至全
国的爱好者来体验，来打卡，以一
种公益的方式展现社会责任，同时
也是在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创立和吸引这么多的高品质
赛事，归根结底还是与上海这座城
市的特质有关。正如上海市体育
局副局长罗文桦所说，海纳百川的
上海，原本就是世界上不同文化的
交汇之地，“‘上艇’比赛的终点处，
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多种
文化、多元的体育项目在这里交融
并汇，许多国际赛事选择在上海举
办，就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
是一个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城
市，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建筑
之一，伫立在苏州河畔的划船总会
旧址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百年变迁，
如今随着“上艇”的举办，这座红砖
建筑再度成为市民谈论的焦点，并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象征。

正如有上海“母亲河”之称的
苏州河，从以前运输、生活取水，到
新时代的景观，她的使命也在不断
改变，而最近这3年，苏州河成了
竞技的赛场。9月16日，2023“上
艇”开赛，来自全球的赛艇高手在
此角逐，也让市民们一饱眼福。

早在2019年筹备“上艇”时，
组委会就确定了苏州河作为比赛
地，在全球范围内的顶级赛艇比
赛，举办城市往往通过赛事展现城
市水域景观，宣传城市形象。而作
为中国赛艇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最
好的办赛地便是囊括了人文、历史
和景观的苏州河，而且更方便市民
现场观赛助威。尤其是“上艇”的
赛道还要经过苏州河上的 13 座
桥，这些桥无一不是承载着城市的
历史与市民的记忆，比如最著名的
外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
铆接桥梁，而乌镇路桥从原来的6
孔木结构桥变成了现在的单跨钢
管系杆拱桥，它们组成了“上艇”独
一无二的赛事景观。

今年的“上艇”继续邀请全球
知名队伍来沪参赛，其中牛津与剑
桥两支赛艇队有着200年互相角
逐的历史，这些选手的参赛放大了

“上艇”国际化的声量，深化自主IP
的国际影响力。而在选手抵沪期
间，组委会还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文化行活动，通过“一江一河”
晨跑打卡、上海小吃&上海话&沪剧
体验等活动，使所有选手充分体验
上海海派文化，感受上海的人文风
情，也展现了上海高质量发展的国
际化形象。

“上艇”的成功举办，也让它与
“上马”形成“水陆”联动。而“上
马”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金牌IP
赛事，通过20多年的积累沉淀，把
民生、马拉松精神、城市文化和形
象融为一体，成为引领中国体育文
化自信的一张闪亮名片，并且已经
形成了全球知名度。

苏州河成为了赛场，黄浦江自
然不遑多让。据悉作为“上马”

“上艇”的姐妹赛事，上海帆船公开
赛将于2024年春季正式举办，并
且将赛场置于黄浦江之上，届时参
赛运动员将一览浦东天际线及外
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风貌，上海市
民和旅游者则将有机会感受世界
顶尖的帆船赛事。

今年9月，在上海体育局注册
的赛事就有24个，城市里几乎每
天都有赛事在进行，10月份则有
17个赛事。同时，2023上海旅游
节也在9月16日开启，这一天恰
好就是“上艇”的开赛日，旅游节与

“上艇”也形成了官方联动。
文体本就有着紧密的结合，不

久前的大运会期间，四川成都的游
客可谓蜂拥而至，城市乐享“大运
经济”的丰收。而即将举办的杭州
亚运会也亮出了“最美杭州”的口
号，据预测，亚运会期间抵达浙江
杭州的外地游客数量将超2000万
人次。体育赛事对于城市旅游的
带动效应可见一斑。

今年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上
海将举办全国级以上体育赛事16
场次，其中包括了世界斯诺克上
海大师赛、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
赛。尤其是在“十一黄金周”期
间，上海 ATP1000 大师赛和国际
滑联上海超级杯都将上演。上海
ATP1000大师赛是上海的经典国
际赛事，而且今年将升级成“超级
大师赛”，不仅世界网坛巨星将悉
数登场，已经开始退役生活的费
德勒今年也将以“超级挚友”的身
份回归上海的赛场，相信这一份
优质、独特的赛事体验，必将吸引
全球游客汇聚上海。

上海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
旅游资源，也为体育赛事增添了美

妙的元素，通过“体育+”与“旅
游+”的融合，许多体育赛事不仅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也形成了适合
主客共享、全年龄段参与的休闲度
假旅游线路。

而这种融合往往体现在细节
方面。负责上海市民登高大赛的
奇欢集团杨奇才表示，周六恰好也
在举办环球港开业十周年的纪念
活动，所以与以往的登高比赛经常
在上午举行不同，今年在环球港的
赛事比赛时间被特意安排在周六
的下午，“因为环球港是个大型的
商业综合体，比赛被安排在下午3
点30分开始，大约持续两个多小
时，那么比赛结束后就是晚饭时间
了，参赛者和游客正好可以在环球
港聚一聚，吃个饭。‘夜上海’名声
在外，这里也是越晚越漂亮，我们
也是希望通过赛事为带动旅游资
源添一份小小的力量。”

当体育有文旅加持，当运动有
美景相伴，自然为赛事带来了烟火
气与文艺范，并且推动全民健身与
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全民健身日
益成为一种备受追捧的新潮生活
方式。

3年来，“上艇”吸引了许多国
际知名选手参赛，扩大了国际影响
力。另一方面，赛事在沪上高校的
推广速度也是非常快，许多学校都
组建了赛艇队到苏州河上一决高
下。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
对此也非常欣喜，他表示作为小众
项目，赛艇的推广有一定门槛，但
是高校是有条件训练和参赛的，

“希望通过‘上艇’，把赛艇这项传
统项目慢慢向高校的学生推广，然
后再向普通的群众进行拓展。”

来自上科大赛艇队的邱先生
参加过之前两届“上艇”，他本人是
山东青岛人，曾经是一位帆船运动
员，帆船运动在他的故乡发展得非
常好，“来到上海读书后，正好学校
组建赛艇队，我因为有过水上运动
的背景，所以参与了组队，也和队
友们渐渐建立了默契。有机会参
加‘上艇’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是非
常好的检验自己和感受赛事氛围
的机会，”在邱先生看来，赛艇这项
运动是越练越能感觉到它的魅力，

“首先这是一项团队运动，队友间

建立了很深的默契和友谊，而且即
便毕业了，大家通过校友会的途径
还能聚在一起，成为一项终身的运
动。此外能够挑战各种水域，尤其
是苏州河这样的地标性赛道，这种
感觉非常过瘾。”

而对于更多市民来说，寻找最
佳观赛点则成为他们的一大乐
趣。退休5年的扈先生和儿子都
是摄影爱好者，而扈先生本人当年
插队时也是龙舟选手，对赛艇有着
特殊的感情。“上艇”创立后，每年
他都会和儿子一起来观赛并摄影，
通过两年的寻觅，他也找到了自己
心仪的观赛点，“外面传得比较多
的就是外白渡桥，毕竟是终点，但
我更喜欢邮政博物馆这边的水岸
或者是世纪同框广场，这里人更少
一些，对于摄影来说条件不错。地
铁天潼路站下来，沿河一直走，总
能找到最佳摄影点。”扈先生还表
示，如今儿子不愿与自己一起寻找
摄影点了，因为他已经申请通过了
无人机驾驶证，选择摄影点的空间
更大了。

已经参加了10余次市民登高
大赛的葛先生，在参赛前就很期待
能在环球港双子塔顺利登顶，作为
曾经的登山爱好者，葛先生表示疫
情后出游就比较少了，而且现在景
点可谓人山人海，“所以我和朋友
开始参加市民登高赛，一样是那种
体验征服高峰的感觉，在野外是登
高山，在城市就是登大楼。登高赛
的节奏要比登山快多了，但是登顶
的那种成就感还是相通的。”

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加入到
体育赛事中，确实让更多市民体验
到了身边的赛事，也感受到了体育
的魅力。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通过赛事来引领推动健康城
市，通过“观赏”带动“参与”，让更
多人玩起来、动起来，这是体育最
基础性的功能和力量。借助城市
的赋能，让高品质体育赛事更好地
推动全民健身，而全民健身则助力
更好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营造活力
城市氛围促进城市健康，形成了相
辅相成的模式。

与赛艇一样，帆船同样与上海
这座城市有着深厚渊源，上海的城
市徽标便是“五桅沙船”。1873年
在上海黄浦江上举行的首届“上海
杯帆船赛”，成为近代中国帆船运
动的最早启蒙，开启了近代中国的
帆船运动；上世纪60年代上海成
立了正式的帆船组织，成为全国最
早开启新中国帆船运动的先行城
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的
帆船运动员开始活跃在全国、亚
洲、世界，以及亚运会、奥运会等各
大国际赛场。

其中徐莉佳就是上海最著名
的帆船运动员之一，退役后的徐莉
佳依旧扬帆不止，在国内外不断推
广帆船运动，不久前她再次去英国
观摩了当地的帆船赛事。“上帆”的
创立，让徐莉佳非常兴奋：“在欧洲

的许多知名城市都有历史悠久的
帆船比赛，这些赛事不仅有着非常
高水准的竞技性，也是将文化、生
活、历史的元素精妙地融合在了一
起，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而说
起我们上海，就离不开黄浦江，‘上
帆’将赛场放在黄浦江上，对我来
说是非常兴奋的消息。你就是想
象一下黄浦江上千帆竞技的场面，
都是那么的美妙。”

“一江一河”的体育联动即将实
现，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刘卫东也不禁感叹：“点点
帆影将与浦江美景交相辉映，不仅
推广普及帆船运动，传递乘风破浪、
激流勇进的拼搏精神，更生动展示
浦江两岸的人文脉络和滨水空间的
魅力，以体带景、以景促赛，沉浸式
感受上海城市风貌。”

推进城市治理，展现城市风采

“体育+文旅”模式不断推进

以体育魅力推动全民健身

20世纪初停泊在外滩水域的沙船。上海市标。

上马通过20多年的积累沉淀，已经成为引领中国体育文化自信的一

张闪亮名片。图为2019年上海国际马拉松。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图为2017年1月1日迎新亲子登高活动。 青年报资料图

水岸联动，赛事成了城市的“秀场”。图为2022年上海赛
艇公开赛。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跑步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图为2023上海苏州河半程马拉松。 青年报记者 郭容 摄

上马不仅是赛事，更是一道靓
丽的城市风景。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2019年的中国航海日，黄浦江上举行了帆船展示活动。明年，千

帆竞技的场面又将在黄浦江上演。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