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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洁

2022—2023赛季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日前在北京首都体育

馆落幕，一项“超时”判罚的新规定给比赛增添了诸多看点。赛事

在男子、女子1000米和1500米项目上设置了最低时间标准，如某

轮次中某组第一名运动员未达到最低时间标准，该组运动员将

不具备晋级和获得名次的条件。在此前的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

锦标赛和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中，该规定已被使用。

据短道速滑国际级裁判徐迅介绍，“为适应国际发展趋势，

加快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磨炼和提高运动员在激烈竞争中取

胜的能力，设置了最低时间标准。”对于该标准的设定，综合分析

了2022—2023赛季全国短道速滑联赛3站比赛中运动员滑行成

绩分布情况，同时适度参考国际比赛的滑行成绩，并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而形成，保证60%以上的运动员都有能力达到。以往短道

速滑比赛排名具有“名次为主，成绩为辅”的特点，增加最低时间

标准的规定，可以有效提升分组赛的竞争性。

本次冠军赛女子1500米四分之一决赛、男子1500米四分

之一决赛和女子1000米预赛中共3组、16名运动员被判“超

时”，这些人中不乏高手或国家队运动员；在半决赛和B组决

赛中仍有“超时”现象。短道速滑1000米项目，运动员要滑9圈

多，而在1500米项目中，运动员要滑13圈多。过去，出于节省体

力或者战术考虑，运动员在比赛初始阶段往往有所保留，到了

最后几圈才根据同组对手的情况开始加速。

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张晶对此改变也很认同，她说：

“在全国比赛规定最低滑行时间，就是要有效改进运动员对项

目的认知不足，在注重技战术练习和运用的同时，更要注重自

身绝对实力提高，使国内比赛更好地对标国际赛事，从而使运

动员在高速滑行状态下磨炼技战术，达到全面锻炼队伍的目

的。”张晶还解释说，以往大家认为只有500米项目起跑站位很

重要，然而随着国际整体水平的提高，1000米比赛也要尽量争

取内道位置，否则比赛后期很难超越。

最低时间标准的设定不仅对运动员提高成绩有所帮助，

也能增加比赛的观赏度。在比赛现场可以看到，1000米和1500

米的非决赛轮次虽没有奖牌竞争，但是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

拼搏、你追我赶的超越和反超越赢得现场一遍遍欢呼呐喊声。

王 灿

说到体育比赛，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

是奥运会、亚运会等综合性竞技赛事，运动

员在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的情景令人

心潮澎湃。然而，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全民健身赛事因其贴近生活，适合不

同年龄段人群，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

与，大家在享受体育运动带来快乐的同时，

还积极践行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理念。

不久前，北京市中关村地区全民健身

体育节启动，该活动通过大众体育竞技、

休闲体育娱乐、健身成果展示三大类活

动，着力打造体育品牌活动，并面向中关

村街道的学生、白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残疾人、老年人等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

人，开展为期半年的体育节，以多样化的

赛事活动，覆盖辖区内至少10万人。

体育节的首场比赛以大众易于参与的

趣味运动会形式展开，半天时间，除进行健

身操和拔河比赛外，还开展了滚球速跑、屈

体移球等趣味健身项目，来自当地30个社区

的居民代表在运动场上激烈比拼，在满足居

民体育文化生活需求、增进居民身心健康的

同时，也为加强居民情感联系、培养科学健

身习惯搭建了平台。此外，为激发百姓参与

健身的热情，实现该地区单位职工与社区居

民联动，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在举办

比赛的基础上，当地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健

身指导工作，通过“科学健身指导+赛事”的

形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以街道为单位，持续半年时间，开展三

大类、近20个小项的赛事活动，在北京这座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的城市，这个全民健身体

育节可谓出类拔萃。之所以有这样的魄力，

根本在于当地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视。作为

“北京市全民健身示范街道”，该地区围绕全

民健身活动开展、网络建设、场地设施配置、

休闲活动开展、群众赛事组织、科学健身指

导、体育文化宣传等大力开展工作，有效强

化基层全民健身工作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

理和精准化服务。

现在，像中关村地区这样不出辖区便能

在当地体育场、文化体育中心、冰上运动中

心、公园健身场等开展健身活动的地区正逐

年增加。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健身组织、社

会体育指导员广泛组织赛事活动、开展科学

健身指导，带动更多群众加入健身队伍。

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需要建好

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更需要加大对群众

的科学健身指导。同时，还要通过群众喜

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活动，带领大家动起

来、练起来、赛起来，形成“指导+练习+比

赛”的良性循环。

全民健身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一

项民心工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高

质量发展全民健身要出实招、用实功、求

实效，不仅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迫切的问题，还要满足群众对于美好幸福

生活的新期待。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今天，群众对于健身的种种期待，就

是体育工作者的工作目标，就是全民健身

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健

身活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

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可让百姓更有

获得感、幸福感，也必将得到他们发自内

心的点赞。

赵 萌

如今的线下健身房形式多样，分为综合

俱乐部、私教健身工作室和小型健身房、团

课工作室等。众多业态中，受互联网冲击的

传统健身房面临双重挑战，亟待改革。

近三年，中国健身行业承担起更多的

公共健康责任和社会责任，客观上加速的

健身产业，也在过去几年有了长足发展。

《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中国健身

渗透率不足3%，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中国

健身房总规模不超过10万家，分布不均

衡。因此，健身被认为是前景广阔的万亿

规模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传统健身房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互

联网健身房和线上健身房的挑战。传统健身

房的盈利模式是会籍收费，可能会产生退卡

难、退费难等问题。很多健身“小白”，常常抱

着尝试锻炼的心理，对于他们来说，“24小

时”“月付制”“智能化”“全程无推销”的健身

房模式让运动从批发转为零售，形式也更丰

富。15.9元5天会员、19.9元7天会员、191元健

身月卡，还有季卡、年卡和过期续费折扣等

活动，体现了互联网底层技术变革，是新式

健身房叫板传统行业的关键。

另一方面是健身房细分领域的冲击。

一些为真正有价值的课程买单的客户群

促使健身房把服务内容和经营模式必须

越来越细分才能顺应时代。对于健身房深

度用户，他们只跟着健身私教训练，这就

催生了小而精的健身房对传统健身房大

而全模式的冲击。比如某些健身工作室不

收取会籍费，通过售卖私教课的收入和健

身房分成，健身房提供器材和场地，这样

私教的收入更高，给会员提供的服务更

好。价格上单人私教课两次体验是36元、

一周私教课的费用是198元、一个月私教

卡是2800元，还有塑形训练、核心训练、格

斗训练等多种团购。

健身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为了占

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

径。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定制化服务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针对重度用户的服务是发

展趋势。细分领域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增加

用户黏性和忠诚度。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新用

户都是行业能够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基础，

如何提供适应他们需求的服务，并通过大

而全的模式，让他们得到充分体验，了解

自身需求，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房模

式，并将其逐渐转化为重度用户。

近年来，为了促进及规范健身房行业发

展，我国陆续发布政策，如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推进

“互联网+健身”“物联网+健身”，创新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模式，为线上线下健身融合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拉动体育消费、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机遇。

不可否认，传统健身房仍然有市场需

求，关键在于把优势做大，迎难而上，自我

变革。如将重点放在个性化服务上，针对

不同需求用户提供个性化健身方案和指

导，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用户；

或是在设施和器材上创新，引入更加先

进、实用的健身器材和设施，为用户提供

舒适、便捷、安全的健身环境，提升用户体

验，增强用户黏性。此外，传统健身房可以

把握科技发展机遇，加强数字化管理和智

能化服务，如智能健身卡、线上课程等，满

足时代变革的需求，拓宽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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