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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广东省武术协会主办，广

东荣粤体育和名将搏击联合承办的广东省

武术散打搏击俱乐部联赛日前在广州落

幕。

本次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市70家

俱乐部、600余名运动员参赛，旨在为广东

省武术散打搏击运动员提供一次实践技术

的平台。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提高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和竞技水平，培养青少年的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让更多青少年了解

武术散打搏击，热爱武术散打搏击，让武术

散打搏击这项运动在广东得到更好发展。

经过角逐，各项目优胜者相继产生。广

东省武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赛

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广东省武术散打

搏击运动的实力和水平，也体现了广东省

武术协会对推动武术散打搏击运动发展的

坚定决心。广东省武术协会将会举办更多

高质量、高水平的赛事，为推动武术散打搏

击运动的发展、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作出更

大贡献。 （黄心豪）

本报讯 日前，2024年“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开幕式（徒步比赛）暨东西湖区梧桐雨徒步大会在梧桐雨

公园举行，2000多名市民沿府河畔徒步竞逐7公里，共享健身欢

乐。

徒步活动开始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武汉市常青树

实验小学三店校区教师熊杨，现场带领大家进行热身活动，她

说：“大家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利用假期走进大自然参加体育运

动，有利于舒缓情绪，促进身心健康。”

本次徒步比赛是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的首项活动，武汉市

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表示：“徒步比赛之后，各项赛事活动将更

多地走进社区、景区、商圈，引领和带动更广泛人群参与全民健

身，促进体育消费，赋能经济发展。”

据了解，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大众体育类、农民体育

类、残疾人体育类三大类30余项比赛，赛事将从5月持续至11月。

今年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在持续举办残疾人体育类比赛项目

的同时，将在新城区举办农民体育类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进一

步扩大参赛人群范围。届时，来自新城区的乡村球队将在市、区

两级全民健身运动会赛事中一展身手。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由武汉市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残

疾人联合会主办，长报传媒集团组织运营，中润趣谷（武汉）文旅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独家总冠名，各单项体育协会和社会体育团

体协办。 （邹 丽）

本报讯 “乐享生活 回天有我”2024年“回天专班”全民健

身系列活动之北京市第二届家庭钓鱼比赛日前在昌平区举办。

本次赛事以家庭为单位，2人一队，吸引了来自北京市各区

60个家庭的120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为手竿钓鲫鱼和混养鱼，

各赛一场，每场70分钟，以渔获总重量确定名次。

比赛现场，各个家庭使出浑身解数，展开垂钓技艺比拼，调

漂、挂饵、抛竿一气呵成，只见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鲤鱼、草鱼、鲫

鱼纷纷上钩、入网。经过激烈角逐，赛事前三名花落各家。组委

会为6至16周岁的参赛小选手颁发了鼓励奖，并授予“优秀小钓

手”证书。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本次赛事旨在通过垂钓这一传统健身

休闲方式，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合作，促进亲子交流，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推动北京市“乐享生活”社区创建，促进群众体育，

特别是青少年健身活动的开展。

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北京市钓鱼协会承办。

（顾 宁）

本报讯 第二届沈阳时尚体育节暨2024国际标准舞体育舞

蹈全国公开赛近日在沈阳大学体育馆举行。

本届时尚体育节秉承以赛事为载体，与文体旅融合共创的

办赛理念，通过体育舞蹈竞技的形式吸引众多舞蹈爱好者来沈

参与健康、优雅、时尚的体育文娱生活，带动文旅、餐饮、住宿等

多产业链消费，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舞蹈事业发展，助推沈阳打

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

2024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是第二届沈阳时尚体

育节的一项重要赛事，有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80个代表队约

2000人参赛，其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4岁，年龄最大的70岁。本

次赛事由沈阳市体育局、大东区人民政府主办，沈阳市体育舞蹈

运动协会承办。

（陆 娟）

本报记者 王向娜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对

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的管理，强调六方面注意事

项。对于本次通知的发布，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张志坚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表示，通知

的发布是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落实体育

总局此前公布的相应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进一步明确与细

化，是确保山地户外运动健康长足发展的有力保障。

伴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提升，人们对体育活动的需

求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山地户外运动当中，挑

战自我、融入自然。在此契机之下，社会上举办的山地户

外越野赛事越来越多，群众参与热情高涨。张志坚说，作

为新兴项目，各级体育部门和组织参与者对山地户外运

动中的超长距离山地越野赛等高危险性赛事的规律认识

不足，致使一些赛事操作不规范，甚至出现了一定风险，

社会舆论反应比较强烈，迫切需要对山地户外运动赛事

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与管理。

对于通知的内容，张志坚用“一个责任、两个坚持、三

个建立”来解读。

一个责任，强调压实各方责任。按照“谁审批，谁负

责”“谁主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

任何一项高危险性赛事的行政许可、管理、主办等，都要

明确相应责任。

两个坚持。第一是坚持行政许可制度。根据体育总

局联合相关部委于2023年1月公布的第一批高危险性体

育赛事活动目录，对于赛事的人员资质、场地装备器材、

交通通讯、后勤保障、食品安全等等，都要达到一定的条

件。“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赛事行政许可

单位对于这些项目的规律认识不足，出现了一些审查漏

洞。”张志坚表示。

第二是坚持熔断机制。本通知明确列出了三种情况

下必须实施熔断机制。第一是突然出现的可能危及参赛

运动员安全的天气。山地户外环境多变，局部小气候突

发情况非常多，对赛事安全威胁较大。第二是相对集中

出现的运动员伤病，这说明赛事的准备工作有一定问题。

如果个别运动员出现伤病属于意外情况，如果有一批人

出现伤病就说明是赛事准备有问题，必须熔断。赛事准

备包括赛道设置、后勤保障（如集中的身体不适）等。第

三个熔断条件是出现组织者不能完全把控的其他危险情

形。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熔断机制的触发在赛事组织者

或者赛事批准单位，而熔断之后的善后事项，也是由赛事

组织者或者赛事批准单位妥善处理。

三个建立。第一是建立分类分级的审查制度。对高

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进行分级分类审查。对于海拔超过

4000米、全程关门时间超过12小时、参赛人数超过2000人

的A类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县级以上地方体育

行政部门在做出行政许可前，应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充

分听取意见。专家组由具有从事该赛事5年以上经验，并

经过专业机构培训合格的3-5人组成。对于海拔超过

3500米（低于4000米）、含有夜间赛程（全程关门时间在12

小时以内）、赛事距离超过42.195千米的B类高危险性山

地户外运动赛事，由县级以上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依法依

规许可。

张志坚解释说，建立分类分级的审查制度，与以往实

施的行政许可办法不矛盾，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针对特别

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如果赛事超过

2000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山地空间狭小，通信和后勤保

障都不能充分实施。参赛人员增加，对组别设置、点位设

置的要求会更高，技术及后勤人员以及物资都会相应分

散，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第二是建立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的安全监督制

度。张志坚介绍说，中国登山协会户外部已经采取了多年

安全监督制度，这是中国登山协会针对协会内部的赛事

设立的制度。通过多年的实践验证是行之有效的。安全监

督人员的职责是发现并纠正赛事路线、赛事准备、赛事执

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并出具赛事安全可控报告。值得强

调的是，安全监督人员不参与赛事裁判，只负责赛事安

全。安全监督人员同样需要从事赛事五年以上，经过培训

考试合格后才具备资格。安全监督人员由审批单位的上

一级体育主管部门派遣，只向派遣部门负责，目的是形成

相应的制衡机制。

第三个建立是建立贯通全国单项协会、体育行政部

门、相关社会组织、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参与者的赛事培

训体系。确保办赛各方、各个环节都能理解并掌握赛事的

规则、规范，避免危险发生。

目前，中国登山协会针对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赛事的

培训分成三个部分：户外赛事裁判、户外赛事组织者，户

外赛事参与者。还没有参与培训的管理者、组织者、参与

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公布的山地户外赛事办赛

指南和参赛指引，这些文件对具体的问题均有详细的规

定。

张志坚说，山地户外赛事颁发新的通知是为了赛事

健康、规范发展，是保障赛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该通知

更加强调了安全办赛的重要性。无危为安，无损为全。

‘安’是尽量做到没有危险和威胁；‘全’是确保一旦出现

危险能把损失降到最小或零。”

无危为安 无损为全

为山地户外运动健康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沈阳举办时尚体育节

北京家庭钓鱼赛收竿

广东武术散打搏击俱乐部联赛首站落幕

（上接第一版）

以赛促治 构建乡村幸福生态

作为群众身边的赛事，群众是诸暨“村BA”和沛县“村界

杯”的主角。打开诸暨安华镇“村BA”揭幕战队员报名表，个

体户、老师、公司职员、法院调解员、大学生、印刷厂厂长……

参赛球员来自各行各业，场边观众的助威中，常能听到稚嫩

的声音“爸爸加油”“大伯加油”。虽然大家场下身份各异，但

走上赛场都是“村里人的骄傲”，比赛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参与

其中。

诸暨市篮球协会主席黄生华说，寄托在篮球上的乡情必

须有完善、公平的竞赛机制保障。根据规则，“村BA”不能请

外援，必须是原籍本村或者户口（含挂靠户口）在本村的村民

才能参赛。他们白天务农、务工、做买卖，傍晚球服一换、球

鞋一穿，就上场打起了比赛。

石明松是沛县八堡村村民、安国镇中心小学教师，他

说，“村界杯”足球赛的组织者、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七堡

村和八堡村的村民。球场就在村里，没有紧锁的大门，比赛

也没有门票，人人都可以进场观赛。省去开幕式的繁文缛

节，仅由村支书宣布开赛即可。裁判员、运动员和现场解说

员，全部都是七堡村和八堡村的村民，充分体现了村赛村

民作主。

王志永说，“村界杯”是村民自己的足球赛，政府在其中

的作用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村民的赛事村民办，政府放

大“村界杯”带动效应，推动体育事业整体进步。2019年，抓住

江苏推进社会足球场建设的契机，在几家单位的共同努力

下，利用废弃的村内采煤塌陷地，建成了标准足球场，这是全

县第一块正规足球比赛场地。为了让更多球队方便参赛，还

修建了全新前往村界杯球场的公路。

县、村协会分工协作，成为当地推进全民健身纵深发展

的主力军，无论是赛事的组织和决策，还是比赛办法、参赛规

程，都由村足球协会与县主管部门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于

2023年4月的七堡八堡村足球协会，是由村足球能人组成的

本土体育组织，负责赛事的策划、组织、场地准备、宣传和执

行。沛县足球协会则积极融入赛事，主要负责配合县主管部

门做好赛事裁判员招募、编排赛程、现场执裁等工作。

“村界杯”足球赛的举办盘活了体育场地设施，调动了大

量以各种形式参与的群众积极性，激活了足球协会等社会组

织。

在政府主导下，诸暨推动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

动，一切致力于篮球运动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篮球

运动发展新格局，充分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协会会员、

企业会员、个人会员自下而上创新，让篮球运动始终焕发旺

盛的生命力。

诸暨“村BA”赛事组委会副秘书长杨镔斌介绍，“村BA”

由当地教体局、融媒体中心、篮协三家承办，政府不占用财政

资金，“我们不盲目办赛，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办人民的赛

事。”

基层村赛根植乡土，底色是一脉相承的乡土文化与人文

情怀，既是群众对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一种期待，也满足

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

“没有什么是一场球解决不了的。”这成了诸暨和沛县村

镇干部们的共识。村民之间、村社之间、干群之间，紧张的关

系因为篮球、足球得到纾解。沛县鹿楼镇党委书记张海啸说：

“大家在长期的足球比赛和观赛过程中，对体育精神有了具

体感受，村民之间打架斗殴极少发生，打牌赌钱等社会陋习

基本绝迹。七堡、八堡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

杨镔斌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诸暨电网特高压建设项

目在前期准备过程中遭遇难题———根据规划，建设变电所

需要迁移道林山村多座坟墓，对村民来说，这是很难妥协

的大事。后来双方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赛后，情绪发泄了，

信任建立了，难题迎刃而解，从此，双方的篮球友谊赛成了

一项固定赛事。

以赛兴旅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

“‘村BA’不是一门生意，但一定要市场化运作。”杨镔斌

说。诸暨的篮球比赛不仅成为遍布全市的当家赛事，也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作为诸暨“村BA”的比赛场地，五泄镇文体中心就是以

“跨村联建、抱团共富”为目标。五泄镇五泄社区党委书记兼

主任蒋国辉表示，文体中心通过辖区6村联建，于2021年10月

建成使用。场馆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健身休闲的场所，也因

“村BA”等赛事，成为一条以赛促旅的“共富路径”。

“没有业态，村里很难创造经营性收入，但体育+旅游改

变了这个状况。”蒋国辉表示，赛事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到

2023年底，文体中心承办省市各级各类赛事50余场，导入流

量13万余人次，累计为集体经济增收100余万元，带动周边农

家乐每户增收4万元。

去年5月1日起，“村BA”在诸暨安华镇连比8天，当地的

美食街每晚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通过举办“村BA”等

活动，点燃安华夜晚的烟火气。数据显示，2023年，安华镇营

业至凌晨两点之后的夜宵店超100家，日均客流近3万人次，

其中外镇、外市占到60%，户均收入达35万元以上，带动创业

就业近3000人。

在沛县，据有关部门统计，“村界杯”举办七天，七堡八堡

村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村界杯”成为沛县一张亮丽的“名

片”。人流就是商机。2023年“五一”假期，每场足球赛最少

4000人观赛。“来沛县，逛逛看，踢足球，喝冷面”成为体育消

费新看点。球场附近的30家商贩每个摊位每天收入超过千

元。2024年春节“村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同时举行的还有

“走在诗经里”、梨花节、沛县冷面羊肉汤等美食农产品展销

活动。

“村BA”“村界杯”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IP。诸暨设置

了“安华大黄牛”“白塔湖大鹅”“草塔羊肉”“阮市炒货”“同

山烧”等充满乡情的本土味奖品，而七八堡村的奖品也多

为本地鸡鸭鹅或其他农副产品等。在“村界杯”比赛中，还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比赛的中场休息，男女老

少，穿皮鞋的、穿汉服的，只要愿意，都能上场来个“点射”，

踢中球门中间的大铁盆，拿走鸡和鸭，身着汉服的申凡凡

带着孩子来给选手助威，结果一击命中，拿着鸡开开心心

回家了。

诸暨的篮球有着明确的发展规划，秉持“多了球场，少了

赌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的理念，诸暨所有行政村都

至少有一个篮球场和一条健身路径，到2011年，拥有标准篮

球场2232片，被上海吉尼斯认定为“全国拥有标准篮球场最

多的县级市”，108万户籍人口篮球人口达20余万。同时，还采

用院地共建模式，村集体联建联营，企业、乡贤出资建设，让

“无篮球不诸暨”成为诸暨最响亮的口号。

“哪里有球赛，哪里就是全市的热点中心。”诸暨市教体

局副局长詹晓春说，“诸暨人‘南人北相’的特质与篮球运动

的对抗性‘配胃口’，篮球文化与诸暨经济社会、人民生活高

度吻合。”目前，有着1.8万座位规模、浙江省内单体规模最

大、整体规模全国前十的顶级篮球中心已经拔地而起，足以

满足举办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及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

中国赛等顶级赛事的需求。正是看好赛事经济的溢出效应，

诸暨正朝着篮球城市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