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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兼职记者 刘 晨

天津市体育局积极落实“运动之

都”建设行动方案，实施高品质生活创

造行动，充分融入多元产业发展新格

局，大力发展“体育+”消费经济，提供有

品质、有特色的体育多元赛事服务产

品，实现天津体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4年“锋芒

杯”天津青少年击剑公开赛了解到，该

项赛事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通知精

神，推进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

圈，创新办赛模式，让比赛不仅是竞技

的舞台，更是体育、商业、旅游和文化的

深度交融，天津非遗文化、津门老字号、

知名企业商家的市集融入比赛、带入赛

事，以赛事经济催生多业态融合。

本次比赛置于西青区社会山商圈。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小剑客们在比赛

之余逛市集，近距离接触杨柳青年画、

津派周氏风筝、毛猴等国家级非遗项

目，品尝火神妙钙奶汤圆、祥禾饽饽、煎

饼果子等津门地方特色美食，通过体育

赛事的桥梁，在完成比赛的同时体验地

道的津门文化。赛事还引入反兴奋剂宣

传和公益慈善捐助活动，让公平竞争和

社会责任感深植于青少年选手的心里。

据统计，赛事期间包括中国飞鸽、

祥禾饽饽铺、达仁堂等近23个品牌与商

家参与其中，共同搭建了一个集竞赛、

娱乐、购物、文化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平

台。整体接待人数近15000人次，参与商

家累计收益超过百万元，有效带动了周

边经济收益。承接赛事的西青区社会山

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在本次赛事

中通过住房、餐饮等周边服务实现总体

流水50万余元的整体收益，周边商圈也

迎来了40万元的收入增长。

通过积极响应体育赛事“三进”活

动，一次普通的赛事不仅促进了天津体

育产业的消费升级，也为天津本地品牌

走出去搭建了桥梁。多个品牌利用赛事

契机，拓宽了线上销售渠道，实现了跨

地域的市场扩展。体育与经济、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为天津的“运动之都”建

设增添了新内涵，展现了体育赛事在推

动城市综合发展上的新动力。

依托“运动之都”战略，天津正通过

高品质的体育赛事与多元化的“体育+”

消费经济，提升市民生活质量，激发城

市经济活力。天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薛辉表示，未来天津将依托更多国

内外重要体育赛事，进一步探索文体商

旅的融合发展路径，鼓励赛事走进社

区、景区、商业中心，形成多业态融合、

多场景互动的新型体育发展模式，让体

育成为连接千家万户、激活百业万企的

桥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注

入更多生机活力。

本报讯 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的2024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日前

在山东威海落幕。经过6个比赛日比拼，北京市女子冰球队与北京冰协

队脱颖而出，携手晋级决赛，最终北京市女子冰球队技高一筹，以2比1

战胜同城对手，夺得冠军。哈尔滨市队在铜牌战中战胜西部劲旅四川

队，获得第三名。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女子冰球队伍，充分展示了

我国女子冰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争夺冠军的京城德比战中，双方队

员都很快进入状态，场上攻守不断转换。首节北京市女子冰球队率先

进球，北京冰协队在第二节开始不久将比分扳平。虽然全场北京市女

子冰球队有效射门数以43比20遥遥领先，但北京冰协队顽强防守，北

京市女子冰球队直到第三节才再次破门，拿下关键一分，并将胜利收

入囊中。

排名4至8名球队分别是四川队、河北队、上海队、哈尔滨市体育运

动学校队和安徽队。 （田 洁）

本报讯 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消息，国际滑联日前公布了

2024/2025赛季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分站赛的日程及各站参赛名单，同

时正式宣布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将于11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华

熙文化体育中心举行。这是中国杯第四次落户重庆。

根据国际滑联公布的赛程，本赛季的大奖赛分站赛将于10月18日在

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开帷幕。其后将依次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法国昂热、

日本东京、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第2至5站分站赛。中国杯作为今年大奖赛

分站赛的最后一站，吸引了众多高水平运动员参与。其中，男单选手中最

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上赛季世锦赛铜牌获得者法国选手萧传文，他同时也

是中国杯卫冕冠军；女单方面，韩国选手金彩然和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两

名年轻选手都拥有不俗实力，她们在上赛季的四大洲锦标赛都站上了领

奖台；世锦赛双人滑季军德国组合哈泽/沃勒丁将首次登上中国杯赛场；

冰上舞蹈项目，意大利老将吉尼亚尔/法布里上一次参加中国杯还要追

溯到12年前，他们都将在这里争夺通往总决赛的入场券。

中国选手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金博洋、陈昱东、陈虹伊、彭程/王

磊均已确认主场出战。除中国杯外，金博洋、彭程/王磊还将出战11月1

日至3日进行的大奖赛法国站比赛。 （田 洁）

刘 敏

由江苏省盐城市体育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

燕舞集团主办的“跟着赛事游盐城”促消费系列活动

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日前启动。

主办方表示，将通过举办1000场活动，让景区经济“活”

起来、赛事经济“燃”起来、商圈经济“热”起来，为持续

扩大消费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盐城市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积极探索“体、文、旅、商”联动融合，协同发展，进一步

丰富体育消费场景、夯实体育消费基础、释放体育消费潜

力，多措并举推动体育消费扩容提质。全市体育服务业

实现高速增长，展现出经济新增长点的潜力。

活动启动后，相关部门将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聚焦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

消费增长点，将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地从体育场馆延伸

至具备办团体赛条件的景区、度假区、体育公园、商业

中心、步行街等区域，打造一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

赛事活动品牌，发挥体育赛事综合效益，通过多场景布

局、多业态融合、沉浸式消费等方式，进一步促进体育

与商务、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据悉，为促进融合发展，各县（市、区）体育、商务、文

旅部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三方资源，做好融合文

章。协同打造“观赛游、休闲游”等消费新产品，引导景区、

街区、商圈相关企业及周边商家，开发有新意、有创意的

融合产品，内容丰富又充满活力的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

景；挖掘本地风情风俗、历史文化，开展老字号展销、非遗

展演、文创市集、网红打卡、民俗小吃、特色农产品推介等

促消费活动；举办烧烤节、啤酒节、美食节等活动，丰富夜

游、夜购、夜食、夜娱、夜秀等多元化业态，提升业态集聚

和辐射能力，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盐城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会同商务、

文旅等部门聚焦体育赛事、文娱旅游、国货“潮品”等新

的消费增长点，通过开展体育赛事“三进”活动，让赛事

“流量”变消费“能量”和经济“增量”，为市民和游客们打

造一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全新体验。

本报记者 黄心豪

端午佳节，南粤大地龙舟赛纷纷上演。其中，中国

（佛山）叠滘龙船漂移大赛暨南海龙舟超级联赛（桂城站）

日前在叠滘河涌开启。在狭窄的河道内，龙舟高手们能

够漂移、手刹、倒挡，集技术、速度、力量和团队配合于一

体，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出圈，每次比赛数万观众现场观

赛，风雨无阻。在热门观赛地点，有观众通宵占座。

在叠滘龙船赛中，舵手每逢转弯处，重点控制龙船

的使舵方向，以巧妙的角度，让长达25米的龙船在狭窄的

弯道上实现转弯，惊险刺激，引来岸上阵阵欢呼。

佛山冠华盛世龙舟队的领队梁先生表示，赛龙舟

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地区的传统，从自己有记忆开

始，家里父辈们年年端午期间都赛龙舟。“我从15岁开

始，到今年已经划了23年，2009年成立了自己的龙舟

队，现在队内已有80名选手。”

赛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也是粤港澳大

湾区最具“岭南印象”的传统非遗项目，尤其是佛山南

海叠滘龙船、广州天河猎德龙舟这种“小众”比赛近年

来屡屡出圈。去年，叠滘龙船赛创造了2亿多阅读量、

3150多万直播观看量。

事实上，龙舟竞渡比赛活动不仅在端午节期间举

办，在广东常年举办。以佛山南海为例，2024年南海龙

舟超级联赛覆盖7个镇街将举行55场赛事贯穿全年，与

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潮趣文化美食集市、夜光龙舟表

演、非遗文化及艺术品展示、亲子DIY龙舟彩绘、民俗

“放湖灯”等丰富活动。当地相关人士表示，龙舟经济需

要打造从龙舟观赛到文创周边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

链，成为“龙超”并非空谈。

如今，利好的消息传来。《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激活“龙舟文化”三年行动方案》即将出台。其目标

是到2026年，培育1至2个高水平龙舟品牌赛事，龙舟文

化影响力、知名度、参与度显著提升；建设高品质的龙

舟文化主题体育旅游示范基地，龙舟特色产业体系更

加完善；发展龙舟+水系旅游，做大水经济；筑牢龙舟

群众根基，推动新时代龙舟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6月10日，2024包头马拉松赛在内蒙古包头市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开跑，来自英国、日本、波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各省区市的

近3万名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设有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欢乐跑项目，赛道途经建设路、钢铁

大街、友谊大街、黄河大街，将三鹿腾飞、阿尔丁广场、昆都仑中桥、包钢集

团、包头博物馆等城市景观、地标建筑串联起来。跑友在万亩城中草原和

城市百里绿道之间尽情狂奔，真切感受风光旖旎、如诗如画的城市风貌。

为丰富参赛体验，主办方还在赛事期间开展体育产业推介活动，包

括“粽”情包马无人机秀、“包马体能王”挑战赛、“荣耀”包马电竞比赛等

6项配套活动，将“包你满意”“包你放心”的深情厚意和满满诚意贯穿整

个奔跑盛会。 （黄璐超）

（上接第一版）

龙舟赛事旅游带火地区经济

人气火，消费旺。江面百舸争流，岸上摊贩云集。6月8日，在广东省

佛山市的龙舟观赛现场，冰茶、榴莲、粽子等多种特色美食在河道旁边

摆摊，供游客品尝选购。“半天时间，营业流水5000多元。”当地饼店的孙

老板喜上眉梢。据统计，佛山市的龙舟文化体验接待量同比去年增长

100%，直播带货及餐饮、摊贩等周边消费实现收入超过数十万元。

在广东，东莞龙舟名声在外。5月18日至6月底，东莞市开启了“最长

龙舟月”，除了4场大型龙舟赛事活动外，还持续推出40多项“体育+文

化+旅游”的龙舟主题活动。湖南也是龙舟大省，这个端午假期，前往岳

阳、怀化、永州看龙舟赛事的旅行团预订量明显增长。在贵州省铜仁市，6

月10日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火热进行。比赛前后，当地会进行一系列的传

统民俗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据统计，仅2022年赛龙舟文化节3天时

间内，贵州镇远县就接待游客31.9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3.26亿元。龙

舟赛事的蓬勃发展正在为体育产业的发展贡献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第一次划龙舟，感觉太刺激了。”近日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旅游的雷女

士体验了一次划龙舟后说，“这次参加了在新津廊桥广场开启的2024天府

端午龙舟会，活动设置水上体验环节，邀请大家免费体验龙舟、皮划艇运

动。另外，随着龙舟赛事的开展，同期开启了南河两岸6大场景10余项民俗

活动。这次带着家人一起来旅游，挺值的。”

守牢安全底线 讲好龙舟故事

目前，我国龙舟产业还存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力度不足、市场培育

不够成熟、赛事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龙舟经济”要乘风破浪、行稳致

远，仍需多方保驾护航。“一是赛事安全性，关系到赛事的发展和人民的

生命安全，是赛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二是作为传统赛事，面临地域性的

限制，南方水乡活动比较多。”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李慧表示，“如果想让

龙舟运动走进年轻群体，让龙舟产业得到更快发展，龙舟赛事要借助更

多传播途径，如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以碎片化、趣味化的方式吸

引年轻群体的关注。同时，站在年轻人的角度，重新讲好龙舟故事。龙舟

运动可以很酷、很帅，也可以成为国潮的一部分，让年轻人爱上龙舟。”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体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冯珺也对龙舟赛

事的安全性表示重视，“与其他体育产业相比，龙舟产业上下游链条的延

伸优势更加明显，有利于围绕赛事竞技表演、体育旅游休闲、体育装备制

造等业态发挥综合带动作用。但龙舟赛事有赖于公开水域，环境风险相

对较大，应加强赛前隐患排查、赛时监督和赛后评估环节，以全过程、全

链条监管落实赛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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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杯花滑大奖赛11月重庆开启

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北京队夺冠

包头马拉松赛激情开跑

体育搭平台 文商旅共融

天津打造赛事经济多业态融合场景

佛山龙舟刷屏出圈破浪前行

赛事“三进”为江苏盐城扩大消费注入新动能本报讯 自6月起，浙江开展匹克球推

广活动，6月1日率先在衢州举行，分别走进

机关、学校、社区、商圈。6月12日至14日，浙

江省匹克球初级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在

新昌县天姥阆苑养生谷举行。此外，6月13

日至15日，匹克球普及推广活动将走进台

州和舟山。

匹克球结合了网球、乒乓球和羽毛球

的特点，是近年来全球玩家数量上涨最快

的新兴运动，目前已成为巴黎奥运会表演

项目。在浙江，有不少匹克球生产厂商，也

有不少俱乐部开展匹克球教学。

浙江省智运（省社体）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推广匹克球最关键的就是提高老百

姓身边场地使用率，可以把非运动场地变

成老百姓喜欢的运动场地。同时，也计划开

展社区巡回赛，社区和社区间的比赛。接下

来将联合各设区市体育部门，在全省各地

市开展11场进机关、学校、社区、商圈活动，

再辐射到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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