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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兰 刘敏

“这个飞盘高尔夫看着很好通过，但是想连续飞进

网兜就太有挑战性了！”南京体育嘉年华现场，很多市

民体验了多项“路人王”挑战赛，虽然气喘吁吁但意犹

未尽，“项目都很有趣，看着最简单的旱地冰壶其实最

难，要控制好力度和方向，才能将冰壶打进得分区域。”

为期两天的南京体育嘉年华近日在仙林金鹰湖滨

天地广场举行。本次嘉年华由南京市体育局、南京市体

育总会主办，延续“体育+”模式，围绕街头运动赛事、

新兴项目体验、体育消费场景3大元素，设置街头赛、社

团活动、企业展销三大区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运动体验。

全民参与 打造体育多元融合发展样板

进入夏季，体育竞赛表演和全民健身活动愈发火

热，成为体育消费的重要驱动力。南京体育嘉年华自

2015年举办以来，每一次都为南京人带来新惊喜。

本次嘉年华汇集了南京市田径、篮球、排球运动协

会等20家市级体育社团，囊括了传统与时尚的多种运

动项目，以体育社团赛事和健身活动集中体验的形式，

搭建体育社团活动宣传、推广、展示的大舞台，引导广

大市民参与健身运动，努力实现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带动体育消费。

金鹰湖滨天地广场上，各家体育社团精彩炫技，排

球垫球教学与互动及摸高挑战、陆上赛艇冲刺挑战赛、高尔

夫教学体验、陆地冰壶残局赛、跆拳道特技空翻及实战对抗

活动、轮滑体验教学、飞盘活动、无人机表演，更有现场体验

“穿越机”、飞镖路人王红心挑战赛、魔方教学、围棋对弈等

让人目不暇接……

街头展演 点燃南京赛事经济之火

刺激的跳高巅峰对决、速度与激情的100米争锋，顶级

赛事走进街头展演，为这次嘉年华添色不少。

5月27日16时30分，一场由青少年组成的跳高精英赛为

此次南京站赛事拉开帷幕。全运会冠军王振、青奥会冠军

陈龙以及全运会亚军李佳伦领衔参赛，共8位国家优秀跳高

运动员将赛场气氛拉至高潮。

选手们从2米高度开始试跳，试跳2米、2.05米高度的运

动员均一次过杆，小将董子昂、马佳追平个人最好成绩。马

佳在前四次试跳中拥有百分之百的过杆率，最终以2.20米

的成绩取得亚军，李佳伦因过杆成功率低于马佳，以同样高

度获得季军。

王振2021年在南京首次参加街头赛，便创造了个人最

好成绩并收获冠军，同年，王振在全运会夺冠。2023年王振

依然保持卓越的街头表现，在他选择的前四个试跳高度上

均一次过杆，跳过2.24米并确保夺冠后，他直接选择了布达

佩斯世锦赛的成绩标线高度———2.32米。在全场瞩目下，王

振不负众望，第三次试跳成功。此次过杆可谓一举四得：直

接获得世锦赛入场券，追平2023亚洲跳高最好成绩，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同时也追平亚运会冠军王宇在2018年创造的

街头田径赛会纪录。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的高水平竞技，也点燃了南京赛

事经济之火。

5月28日举行的是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站（100

米）比赛，赛事分为少年组、U16、U18、高校组及公开组。其

中，高校组及公开组为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完赛选手

会获得由中国田径协会颁发的大众完赛证书，且参赛年龄

与成绩符合《中国田径协会大众田径健身达标标准》后还可

获得协会授予的大众达标证书。

助企惠民 助推体育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体育搭台、融合赋能、消费带动，2023南京体育嘉年华

通过现场运动品牌展示和运动项目教学，推广体育装备、体

育培训、运动康复、潮流互动四大类体育企业近30家，充分

展示了南京丰富的体育消费新场景。多元的消费体验、沉

浸式的运动体验区，市民不仅可以体验各种休闲运动，还可

以逛琳琅满目的体育集市，参与丰富多彩的游戏。盖章打

卡、运动盲盒抽奖、美食小铺……别具特色的体育消费新场

景，成为激发体育消费活力的强力引擎。

2023南京体育嘉年华提前发布招募通道，通过线

上移动端口降低参赛门槛、优化参赛渠道，实现全年龄

段参与。本次嘉年华根据不同人群喜好特点，上线包括

冰雪类、科技智能类、智力运动类、骑跑行走类、瑜伽健

身类等全类型超50余个运动项目，通过多种形式全覆

盖展现丰富多样的群众运动场景。

当下，城市夜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体育夜经济

规模正在持续增长，体育消费步入发展快车道。2023南

京体育嘉年华紧抓契机，持续推出夜间特色集市、路人

挑战等具有表演性、观赏性和参与性的系列体育活动，

融合文旅商体，拓展特色夜间多元消费，推动消费红利

持续释放，引领夜间体育消费新风尚。

强化体验 深刻融入城市和市民生活

创新的消费场景、延伸的体育产业链、融合破圈的

新模式，正在不断拓展群众的体育消费边界。本次体育

嘉年华融合创新多种模式，选址在商业中心，强化现场

体验，积极探索新业态，深刻融入城市和市民的生活。

体育嘉年华活动现场最热闹的要数飞盘高尔夫、

冰壶、飞镖等项目，这些广受欢迎的潮流体育运动吸引

了大量市民参与体验。活动一站式聚齐运动、观赏、游

玩、购物四种体验，用“体育+”的创新融合方式丰富了

市民周末时光。

经过8年深耕，南京体育嘉年华已成为南京全民健身

特色活动和体育社团活动品牌，更是南京体育爱好者心

中的年度盛典。随着参与活动的体育社团数量继续稳步

增长，活动形式不断创新，突破了原来既有的活动模式，

南京体育嘉年华这一品牌串联起了体育社团全年重点赛

事活动，走上街头、走入社区、走到群众身边，推动了全民

健身发展，促进了体育消费，打造了一个属于体育迷的聚

会地、老百姓的打卡点、南京城的乐活区。南京市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群众加入到体育健

身的队伍中来，未来南京体育嘉年华将不断创新举办，让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接下来，南京体育嘉年华将继续探索体育互动新模式，

进一步促进南京体育产业发展，持续打造南京体育特色品

牌IP，深刻融入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助力提升城市软实

力，努力成为南京城市和南京体育的一张新名片。

本报记者 丰佳佳

2023中国体博会5月29日在厦门闭幕，中国体育

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以展为镜，梳理体

育用品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趋势，并就中国体博会创新

设置政府展区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请总结一下健身、场馆和消费三个“传统展

区”的整体表现及各细分行业呈现的特点。

罗杰：健身展区的特点比较突出。商用健身领域

的产品质量和工艺精细度有显著提升，数字化、智能

化依旧是商用健身行业的发展趋势。在室外健身路

径方面，很多产品都通过数字化升级，具备了游戏化、

社交化的属性，同时，行业对体能训练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家用健身器材亮点最多，功能性大幅度调整，

专业细分趋势愈发明显，家用健身器材变得小而精、

少而精，功能聚焦在1至2个，甚至通过折叠等功能，实

现了“1平米健身房”概念。

体育场馆及器材展区，企业更加重视产品的环

保，并努力实现向上、中、下游的延伸，从原材料到施

工质量的全方位把控。体育消费及服务展区新增了

不少专项体育服装的展商，传统板块方面，乒乓球在

稳定增长，羽毛球行业“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赢家

通吃”。

记者：2023中国体博会参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创

下近年新高，但观展过程中，也听到一些展商表示现

在外销市场不太好做，库存压力较大，对此怎样看待？

罗杰：疫情三年带给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确实

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巨大的库存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恢复常态，市场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从我们获

得的整体反馈来看，参展商的兴奋度要多过消极面，

很多有贸易需求的展商参展收获颇丰。一位展商特别

兴奋地对我说，已经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到展位

咨询、采购，这让他有些出乎意料。

记者：本届展会新增了政府展区。未来，设置政府

展区会不会成为中国体博会的常态？

罗杰：我们不仅设置了政府展区，还配套开展了

一系列体育资源推介和招商对接活动。在政府展区，不

仅有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体育产品装备展示，还有很多

“文体旅”融合的展览内容，我们希望从展览和会议两

个维度，打造真正具备市场影响力的政企合作机制。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最大的客户是政府采购，各地

政府既是消费者，又是资源拥有者。设置政府展区，不

仅是我们未来的常态，我们还要在政府招商、发布和

推介等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发力。我们计划在下届展

会，将政府各类活动的地点固定，谋求更加合理的排

期，在展览形式上，也将用更多场景化的展出方式提

升效果。

各地政府部门重视体育产业发展，有的希望发展

体旅融合等项目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有的希望完善体

育制造集群建设。我们希望通过设置政府展区并完善

配套活动，进一步促进供需有效对接，推动资源跨区

域交互，激发体育的经济动能。

南京体育嘉年华“融”出新生机“合”出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李金霞

《在希望的田野上》《祖国不会忘记》

《景颇等你来》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曲目

在赛场响起，一队队精神昂扬身穿彩衣

的老年人轮番上场，展示出各具风格的

健身球操套路。一位志愿者表示，老年

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有属于他们的

展示平台，把美和健康传递出去，“看到

他们跳得这么开心，很羡慕，我希望以后

也能像他们一样热爱生活，健康生活。”

5月29日，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在广东省中山

市开幕。来自全国34个省区市代表队的49

支队伍750名选手在中山古镇苏炳添体育

馆过招。本次健身球操交流活动设规定套

路、自编套路和健身套路，奖项方面设置

了优胜奖、优秀奖、最佳创编奖、最佳配乐

奖、动作创新奖。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重在参与、重在

健康、重在快乐、重在交流、淡化锦标，“期

望他们高兴而来，载誉而归，把最美的一

面留在中山。”

体育馆外的广场上，一支健身球操

男队正在加紧训练，他们的参赛项目是

健身球操规定套路《祖国不会忘记》。这

支队伍来自江苏，平均年龄70岁左右，这

已经是拿过金奖的他们第三次“征战”老

健会了。因为疫情而延误的第四届他们

期盼已久，非常珍惜队伍一起参赛的每

分每秒。队员李新南说：“这是我们最后

一次参加这个比赛了，我们克服困难加

紧练习了一个多月，非常希望展现出我

们江苏老年人的风采，圆满完成我们的

谢幕表演。”

为了能在赛场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每支队伍都在抓紧练习，酒店大堂、室

外广场，总能看到他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报到第一天

稍作休息，上海队就来到酒店大堂一隅练习《在希望

的田野上》套路动作。他们双手拿健身球，身姿轻盈做

动作的同时，软球也顺势击打身上各个部位。教练张

玲芝已经73岁，仍不知疲倦兴致勃勃地为大家抠着动

作细节。

健身球操能够增强力量、柔韧性、耐力，提高身体

机能，从而达到健身目的，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抓

的老年健身项目之一。张玲芝表示，健身球操可以敲打

身上的穴位，促进血液循环，而且也能跟操舞动作结

合，既美又有趣，强身健体的同时展现老年人充满活力

的精神风貌，“这次来参加活动主要是为了展现上海队

的风采，和大家一起健身锻炼，交流学习。”

以展聚势 激发体育经济新动能本报记者 丰佳佳

2023中国体博会的健身展区诠释了中国体品制造行业智

能化的“加速度”，制造与服务融合已成为健身行业发展的强

劲趋势。

家用健身器材领域，从跳绳、拉力器到健身踏板、骑行台、

划船机、跑步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与手机互联互链，这

让居家健身器材不仅能更精准科学地指导用户，还能增加产

品的游戏属性和社交属性，增加用户黏性。

数字化在室外健身路径产品的应用更加普遍，产品的数

字化升级令户外健身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得到了大幅提升。一

座室外自发电智能健身房或一个太阳能智慧健身舱，能通过

各类智慧健身器材的有机搭配，为人们参与锻炼提供体质测

试、运动监测、健身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近年来，各大健身器材厂商把握智能化发展趋势，由单一的

制造向“制造+服务”升级，从单品功能的智能化开发向一体化集

成智慧健身解决方案进阶。本届展会上，“集成方案”无处不在。

不同的展位、不同的使用场景，搭配不同的器材，它们有着不同

的名字与不同的用途：健身大数据管理中心、运动表现与康复中

心、智慧健身管理系统、体育公园数字管理解决方案……

过往几届中国体博会，数字化应用主要集中在几家行业

领军企业。如今，智能化、智慧化的健身产品几乎在全行业普

及。与此同时，互联网科技企业和人才进驻健身器材制造业，

为智慧健身生态的形成提速。例如，一些企业推出的搭载AI技

术、智能语音、传感器数据采集技术的力量健身镜、跑步机等

产品令人眼前一亮，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实现体质监测、课程指导、科学训练

全链条管理。

老牌健身器材企业根基深厚且占据渠道优势，不断涌现的新秀品牌也

在智慧化健身赛道上奋力开辟新航线，拓展行业发展新空间。“科技筑梦者”

掘金健身市场，或将重塑健身市场竞争格局。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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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健
身
球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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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辉

近日，2023中国体育彩票·百村万帐第

三站活动走进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来自全

国各地的露营爱好者、“铁人三项”赛选手一

起在山水间筑帐扎篷，点缀绿水青山的生仙

里景区。本站活动由浙江省体育局、《小康》

杂志社指导，浙江省体育产业联合会、桐庐

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体彩中心公益助力。

活动当天，“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

联赛桐庐站暨2023第三届桐庐·合村生仙里

铁人三项赛在桐庐合村乡鸣枪开跑，赛事吸

引了500余名国内外铁三爱好者参赛。

在专业赛事之外，百村万帐还特别打造

亲子合作的迷你小铁人挑战赛。“小野人”变

身“小铁人”，挑战家庭自由皮划艇、萌娃田

野自行车和家庭趣味沿溪绿道跑“小铁人三

项”。

“我第一次参加，很累但很好玩，全程坚

持下来了。”8岁的马杭钰小朋友和爸爸齐心

协作，突破极限，成功摘得了银牌，随后马不

停蹄地去玩心心念念的卡丁车。

体操奥运冠军、浙江体彩公益形象代言

人江钰源，乒乓球世界冠军宋时超，赛艇世

界冠军严诗敏一起在冠军厨房生火烹饪，线

上线下实时互动，一起挑战助农带货。

随着月亮爬上群山，繁星洒满天空，意

犹未尽的人群点起欢庆的篝火，跟着音乐起

舞。一场“户外为媒，唤醒乡村‘萌’力量”主

题的围炉夜话“煮热”了初夏的凉夜。企业

家、乡镇干部、媒体人等嘉宾做客直播间，从

品牌活动、产品设计、媒体传播出发，分享经

验，碰撞创意火花。

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表示，百村万

帐的初心，是在有风景的地方嵌入体育经

济，以露营为载体，探索新的经济模式，即以

赛事为依托，输送客流进乡村，通过赛事带

动乡村消费，同时助推当地资源和产品走出

去。

体育“造血”，公益助力。中国体育彩票·

百村万帐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公益合作

伙伴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鼎力支持。

在百村万帐光芒公益环节，体育企业还向当

地敬老院捐赠了一批食品物资。

接下来，百村万帐活动将奔赴下一

站———“仙都”缙云县，持续走进浙江的百乡

千村，秉承“运动振兴乡村”理念，把活动做

深做细，奋力打造共同富裕的体育示范。

中国体彩·百村万帐走进桐庐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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