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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86岁高龄的郑凤荣老人始终热爱体育事业，把后

代子孙培养成为运动员征战赛场，传承体育精神，延续奥运

梦想，能给我们讲讲她的故事吗？ 网友 张思思

办好品牌赛事 促进百姓健身

体育赛事展现体育多元价值

本报记者 陆 娟

100米跨栏跑、跳高、铅球、

200米跑、跳远、标枪和800米

跑……郑妮娜力目前正在挥汗

如雨进行女子田径七项全能训

练，努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杭州亚

运会。对于这位阳光热情、充满

活力的运动员，不少人或许感到

比较陌生，但是提起她的外婆、

跳高运动员郑凤荣，相信很多人

耳熟能详。

郑凤荣1937年５月16日出

生于济南。1957年11月17日，20岁

的郑凤荣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以1.77米的优异成绩，打破了当

时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

持的1.76米的女子跳高世界纪

录，成为我国创造田径世界纪录

的第一人。

如今86岁高龄的郑凤荣精

神矍铄、健步如飞，依旧像年轻

时一样干练、底气十足，不禁让

人感叹体育运动能让人保持年

轻。说起体育，郑凤荣眼中充满

激情，她将为国争光奉为自己一

生的信念。作为运动员，她以超

人的毅力，每天千百次地重复训

练，而且不畏病痛，坚持训练，只

为取得更好的成绩。退役后，她

也一直为体育事业奔忙。到了享

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她仍想为体

育事业再尽一份力，发挥自己的

余热，于是她又以另一种形式投

入体育工作中———将自己的梦

想寄托给外孙和外孙女，把拼搏

精神传承下去。

梦想影响着一个人，甚至几

代人。据了解，郑凤荣从小就有

股子犟劲儿。她在日记中曾经写

道：“我绝不能做最熊的一个，一

定要创造好成绩！”功夫不负有

心人，她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

但是心中仍有一大遗憾，就是没

能参加奥运会。“努力拼搏，为国

争光”在她这里不是口号，而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郑凤荣的爱人

和女儿也都曾是跳高运动员，她

和老伴协助女儿培养有运动基

因的外孙郑恩来和外孙女郑妮

娜力。如今参加奥运会这个心愿

已被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实现。

在东京奥运会中，郑妮娜力获得

女子七项全能第10名，创造了中

国选手在奥运会该项目比赛中

的最好成绩。郑妮娜力说：“我的

精神、技术和状态，全部来自奶

奶（郑凤荣）。她是个训练特别狠

的人，一年365天她差不多训练

330天。每次比赛感觉累的时候，

我就会想她那时候是怎么训练

和比赛的。”郑恩来随中国国家

男子冰球队获得2022年北京冬

奥会男子冰球比赛第12名。

“我要好好锻炼身体保持健

康，希望外孙和外孙女传承拼搏

精神，早日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

为国争光，实现我的梦想。”郑凤

荣一生为体育奋斗奔忙，向后代

传递体育精神，让人心生敬佩。

刘昕彤

伴随着气温的升高，体育赛事也随

着生活“烟火气”回到了每一座城市。在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马拉松比赛、健

步走、徒步活动在同一天上演，公园内处

处都是运动气息；在云南德宏州，勐宛足

球超级联赛点燃绿茵热情，一个月内90

场足球赛事让运动爱好者过足运动瘾；

江苏无锡依托太湖、蠡湖山水资源，举办

赛艇、龙舟、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赛事，延

伸了体育旅游产业链，让大家在水上体

验体育旅游之美；2023张家口十大城市

联赛贯穿全年，让市民每个周末都有赛

事可参加，点燃全民运动热潮……

经历过三年疫情对赛事的冲击，人

们更加明白体育赛事不仅是运动技能的

展示比拼，更为项目推广提供了交流平

台，将当地体育与文化、旅游、教育等联

系起来，提供广阔的体育消费机遇。正因

体育赛事带来的这些多元价值，如今体

育赛事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安排也越来越

多样。

在外交官体育系列邀请赛中，除足

球比赛外，活动设有中华传统武术、飞

盘、射门游戏、国画、书法等互动体验项

目，体育赛事也是中华文化的展示平台，

参与活动的外交官通过这个机会深入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化

的宣传大使，也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使节的友谊与交流。

在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广场舞交流活动上，举办地四川省北川

羌族自治县将羌族文化搬上赛场，羌族

口弦、羊皮鼓、肩铃舞等羌族传统特色文

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展示，让更多人了解

到体育在灾后重建、文化重塑、振奋精神

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江苏扬州2023年体育嘉年华通过亲

子趣味定向赛、少儿体适能等项目比赛活

动聚集人气，还开展健身气功、太极拳等

项目展演交流，吸引了30多个体育社团现

场“招新”。发放总价值超600万元的各类

体育消费卡券，设立多样体育消费场景，

引导和带动更多市民加入全民健身行列，

增强经济活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体育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和向往，体育赛事是重要的载体。仅五一

假期全国就开展6000余项体育赛事活动，

超300万人参与；根据《2023中国田径协会

跑路工作报告》，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备案

路跑赛事就有133场，且场场爆满，供不应

求。如今，和天气一同升温的，是人们参与

体育赛事的热情，让锻炼成为一种习惯，

让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仍要继续

加强体育赛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赛事多

元功能，以赛事为桥梁，让群众强体魄，让

参与者涨知识，透过赛事这面窗，探寻城

市建设，体会当地特色文化，感受中国的

现代化发展。

王 灿

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要修建

好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也要开展好科

学健身指导，更要举办好群众身边的健

身活动。在众多健身活动中，品牌赛事活

动因其独有的品牌化特性，而备受大众

欢迎。

品牌赛事是体育赛事、体育产业的核

心内容之一，是促进运动项目普及，助力

全民健身赛事体系建设的关键。品牌赛事

通常与某一特定地点紧密相连、定期举

办，且成为举办地重要标志的体育赛事，

例如大众熟知的北京马拉松、中国网球公

开赛等。这些国际知名的品牌赛事不仅成

为该项目的标杆，也成为举办地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大事。

相比于国际品牌赛事，地区性的群

众体育品牌赛事如今也如雨后春笋般快

速发展。以北京为例，已举办十六届的

“和谐杯”乒乓球赛、举办了十四届的北

京市全民健身体育节等，都是在北京乃

至全国具有知名度的品牌赛事。

以近日“重燃战火”的北京自行车联

赛为例，已举办近十年的这一赛事，以促

进群众健康骑行为目的，通过丰富多彩

的骑行活动，为大众搭建起健康骑行、科

学骑行、快乐骑行的平台。赛事不仅常办

常新，而且参赛选手数量逐年增加。根据

相关报道，本年度首站比赛在北京市通

州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选手

竞相角逐。不仅如此，赛事进一步丰富项

目设置，除以往的自行车竞赛单元外，还

新增了小轮车竞速赛、变装骑行挑战等

活动。同时，为了促进民营经济，带动“文

旅商体”融合发展，比赛期间还设置了自

行车周边展示和美食市集等活动。

除竞赛环节，赛事主办方北京市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还深挖自行车运动内

涵，在往年个人赛基础上增加了车队积

分赛，积分靠前的车队将获得相应奖励。

增加积分赛使北京自行车联赛的专业性

和挑战性更强。此外，对完赛奖牌也进行

了创新，全部三站的完赛奖牌可以组成

一辆公路自行车模型，以此提高选手的

参与感。

如今，自行车已不只是交通工具，更

是健身器材，骑行运动成为大众健身的

重要方式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

自行车联赛应运而生，并形成品牌赛事。

该赛事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赛理

念，逐渐向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

方向，不断满足大众骑行新需求，扩大赛

事影响效应，通过深化“体育+文化+旅

游+消费+娱乐+休闲”的内涵和外延，助

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多年来通过赛

事所拓展的各种骑行场地，也成为京城

百姓健康骑行的新地标，增强了群众骑

行的获得感。

一项赛事能够成为品牌赛事，不仅

要持续做好举办工作，还要符合举办地

的大众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可以

带动更多人参与到该项目或是更多体

育活动中，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

面发展。此外，作为品牌赛事还应在相

应的项目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把先进

的办赛理念与经验、优秀的办赛人才、完

备的办赛流程等进行推广，让更多有可

能成为品牌赛事的活动，通过对标对表

品牌赛事活动，获得更多的经验与思考。

举办好品牌赛事有利于运动项目开

展，也能促进体育各领域全面发展。办好

品牌赛事要科学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群众的需求摆在首位，丰富群众物

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让以人为本的理念

贯穿赛事始终。同时，要从发展的角度看

问题，从发展的角度办赛事，让品牌赛事

在常办常新中得到发展，持续夯实其影

响力。再有，要以品牌赛事为基础，扩大

相关领域的外延；以运动项目为出发点，

带动各领域全面发展，形成内涵更丰富

的“体育+”模式，促进百姓积极参与全

民健身，更好地激活产业融合发展动力，

带动区域经济提升，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传承拼搏精神 接续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