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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装箱

本报记者 赵 萌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在这片

被群山和绿植紧紧包围的广袤田野上，

远处的水牛正在悠然自得地耕作着，还

有农户在那里插秧。随着这里兴建了体

育中心、全民健身馆，在自然生态风光

中开展的体育赛事越来越多，也让百姓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近日，记者跟

随“汇聚微公益，添彩新征程”走访活动

采访团一行来到了位于江西省上饶市

婺源县的珍珠山乡，活动相关负责人吴

宁介绍。

民宿火了 农民笑了

从市内乘坐大巴来到珍珠山乡时，

记者除了一路目睹浓厚的红色文化宣

传之外，感受最深的就是蜿蜒曲折、不

绝于目的众多盘山路。“珍珠山乡位于

婺源西南部三县(市)交界处，距离婺源

县城46公里，距离景德镇80公里。辖区

总面积126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10017亩，山林面积15.85万余亩，森林

覆盖率达92%。珍珠山拥有良好的生态

资源，但地处偏僻，想要发展经济只能

依靠体育赛事。”吴宁介绍，珍珠山结合

自身优势，找准“体育+旅游”发展方

向，先后建设了国际一流山地自行车赛

道、古驿道珍珠山环线、全民健身场馆、

体育展示馆、体育中心、农耕园等一批

体育设施，充实体育产业发展板块。同

时，加快生态停车场、旅游公厕等旅游

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农家乐、民宿、合

作社、休闲业态等功能配套产业的完善

和引导发展，实实在在带动了群众增收

致富的“里子”。

“这里的民宿有初级版本和高级

版本，比如现在看到的高级版本民宿

是一个雅致的别墅，这里原来地价10

万元，由于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这片土

地也涨价到了20万元。”吴宁告诉记

者。从2017年7月起，珍珠山举办首届

逍遥峰山地自行车越野赛。政府通过

引导的方式，将村民闲置住房改为民

宿，随后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

满足体育赛事带动的旅游度假需求，

政府启动了对现有民宿的提升改造，

牵头提升了20家民宿，韵美律动、迎篮

而上、棋如人生等体育主题民宿应运

而生，通过打造体育文化主题，进一步

提升了民宿标准。目前，黄砂村共发展

民宿27户，270个床位，其中主题民宿

21户，床位180个。赛事活动越来越多，

民宿年平均收入增长至4至5万余元。

伴随着人气不断增高，蜂蜜、酒糟鱼、

酸枣糕等农特产品从无人问津到供不

应求，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就地就业

增收。

景区红了 游客来了

2024年10月，江西萍乡有网友发视

频称“在武功山风景区上台唱首歌，可

以免排队”引发热议。武功山风景名胜

区位于萍乡、宜春、吉安三市交界处，总

面积18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3.35%，

是江西省西部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大

型山岳型风景名胜区之一。武功山风景

名胜区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开

展的品牌赛事活动非常多，这里每年举

办大学生户外运动文化节、国际帐篷

节、户外电音节、武功山机车文化旅游

节、武功山越野赛、环鄱阳湖国际自行

车大赛（萍乡武功山站）等品牌赛事，举

办了2届中国户外运动发展论坛。其中，

武功山国际越野赛是国内少有的与I-

TRA（国际越野跑协会）、UTMB（环白

朗峰极限越野超级马拉松）、UTMF（环

富士山超级越野赛）等国外知名赛事均

有合作的项目，为国内越野跑选手首选

的赛事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

选手参与。

依托户外运动赛事，打造生态旅

游，挖掘消费潜力，多维度立体式营销

激发体育旅游活力。近年来，武功山积

极发展体育产业，把体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走出了文

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仅从2013年

至2023年，拉动GDP增长效益明显。武

功山风景名胜区2022年全年营业总收

入286548.13万元，体育旅游总收入

27894.39万元。2023年，萍乡武功山风

景名胜区共接待游客400.35万人，刷新

了历年人数、收入最高纪录。

环境好了 经济旺了

你知道江西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

是哪个吗？就是这个小小身躯却蕴含大

大能量的新余市，当地通过创新构建体

育消费“半小时”经济圈，打造了体育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了体育场馆

建设和体育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市民提

供了更多更好的体育消费选择。

数据显示，新余市体育产业总规模

从2019年的不足30亿到2023年的89.48

亿，近四年实现翻番增长。2023年体育

产业总产值89.48亿元，增加值24.61亿

元，总产值同比增长15.52%，增速连续

三年全省第一；全市近三年体育消费总

量实现了从10.37亿元到近40亿元的快

速增长，人均体育消费实现从2020年

862.78元到2022年3253.1元3.7倍的增

长。

新余市的体育产业基础扎实，在创

新发展中，尤为突出的是体育消费“半

小时”经济圈的构建和体育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的培育。体育消费“半小时”经济

圈的构建使得每位市民都能在半小时

之内，方便地接触到丰富的体育资源和

消费服务。这包括但不限于体育场馆的

合理分布、体育活动的广泛组织及体育

服务设施的完善。例如，新余市通过政

府和社会合作模式，投资建设了智慧社

区健身房、多功能综合运动场、社区健

身站点、户外健身路径等，提升了体育

服务和消费载体的覆盖面和可达性；体

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培育，展示了新

余市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上的新尝

试。新余市利用其在工业方面的传统优

势，结合当地丰富的碳纤维等新材料资

源，积极推动体育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和

发展。通过引入国内外先进的制造技

术，培育体育装备制造相关的中小企

业，以及推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新余

市成功打造了以碳纤维运动器材为代

表的体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这两项创

新举措的实施，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

未来，江西省将继续因地制宜、坚

持创新引领，深化体育产业改革，优化

体育产业结构，提升体育服务质量，进

一步挖掘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

向着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本报记者 王 辉

第7届全国大学生皮划艇

锦标赛、重庆开州汉丰湖高校龙

舟邀请赛、2024全国桨板锦标

赛……近期，一系列体育赛事

活动在重庆举行，正成为推动该

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

这座山水之城注入新的活力。

培育赛事 丰富供给添活力

近年来，重庆结合区域资源

特点，着重构建户外运动赛事新

体系，培育品牌赛事活动，丰富

体育消费产品供给链。

一方面，重庆以登山、自行

车、龙舟、漂流、马拉松等26项重

点项目为基础，在街区、商圈、景

区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

题的“春夏秋冬”四季户外运动

赛事2400余场次，吸引群众百万

人次参加户外运动。同时，促进

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等业态

深度融合，举办成渝体育产业联

盟暨重庆市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和重庆市体育产业博览会、

重庆市都市（乡村）体育嘉年华

等赛会，并打造了国家级和市级

的多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精品

景区、线路、赛事和目的地。

另一方面，重庆主动拓展体

育消费新场景，进一步加大体育

场地设施在夜市街区的布局，增

加夜间各类体育服务供给，点亮

“体育夜经济”。以去年为例，重

庆市区两级多部门联动发放体

育消费券1100余万元，带动体育

消费超1亿元。

重大赛事 引领经济新增长

2024年，重庆举办的一系列

重大赛事为该市带来了巨大的

流量，这些流量正逐渐转变成体

育消费的“质量”、聚变成经济社

会的“增量”、衍变成低空经济的

“矢量”。

2024重庆马拉松吸引了全

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426个城市

17万人报名，3万名选手中签参

赛。同期举办的2024成渝体育产

业联盟暨第六届重庆市体育产

业博览会，逾300家企业参展，展

示品类超1000个，集中签约8个

体育战略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超

20亿元，吸引了近7万人次到场

参观、体验，累计销售金额近

7000万元。

举办2024年重马国际消费

节，南岸区商贸、文旅、房地产等

行业实现收入超100亿元，消费

品零售额达65.3亿元，同比增长

5.9%；接待游客375.23万人次、

同比增长8.63%；文化旅游收入

26.94亿元、同比增长9.47%。

举办WTT重庆冠军赛，吸

引游客149.49万人次，赛场周边

商业体客流量达155.98万人次，

总销售额达6715.61万元，销售

额环比增长35.95%，辐射带动交

通、商贸、餐饮、娱乐、住宿等行

业营收达1.8亿元。

2024年5月，举办首届重庆

低空飞行消费周，全市重点飞行

活动区域人流量50.57万人次，

发放1000万元低空飞行消费券，

引导市民参与飞行项目消费达

1.1亿元。7月至8月举办首届重

庆低空飞行竞赛季活动，开展模

拟飞行、滑翔伞竞速等赛事超

1000场，让低空飞行项目“飞入

寻常百姓家”，直接参与人数超

15万、带动消费超20亿元。

搭建平台 整合资源促发展

重庆市还以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和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为目标，搭建起多个体育产业要

素平台，构建起体育资源配置

链。

首先，搭建体育金融支持平

台。政银企合作开展“渝体贷”，

以补助贷款总额2%利息的方

式，用500万财政资金成本，撬动

银行贷款2.5亿元，实现了“投小

钱、办大事”，为体育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其次，

搭建体育资产交易平台。通过盘

活体育场馆项目107个，交易额

达2187.1万元，提高了体育资产

的利用效率，为体育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搭建体

育产业人才支撑平台。建立川渝

高校体育产业联盟，推进高校体

育专业人才培养，促进体育产学

研创新交流合作。

优化环境 服务保障强根基

重庆从政策支持、便企服

务、维权保障三个层面发力，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体育消费服务

链。

在政策支持方面，出台了

《重庆市促进体育消费行动计划

（2023-2027年）》、《重庆市促进

体育消费十条》、《重庆市创建国

家体育旅游示范区行动计划

（2023-2027年）》等十余个配套

政策，构建起体育消费政策体

系。

在便企服务方面，优化“渝

快办政务服务平台”线上办理，

推出线上预付消费监管“一件

事”试点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

在维权保障方面，创新开展

“你点名、我监督”交叉执法检

查，保障群众体育消费合法权

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此外，重庆还积极推进成渝

体育产业联盟建设，做强区域产

业协同链。牵头成立成渝体育产

业联盟，川渝两地联合办会、联

合办赛、联合办展。

本报讯 随着今年“双十一”大促的正式启动，各

项销售数据相继出炉，显示出户外运动产品的消费需

求呈现强劲上升趋势。据天猫和京东发布的数据，今年

“双十一”预售期间，户外运动品牌的整体表现亮眼，带

动运动产品市场持续增长。

在天猫“双十一”正式开卖的第一个小时内，12个

户外运动品牌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包括安踏、李宁等

国内品牌，以及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国产品牌

户外品牌伯希和在短短2分钟内就超越了去年4小时的

销售额。此外，户外专业运动鞋品牌萨洛蒙、昂跑在开

卖后1小时间销售额同比增长60%、40%。

在京东发布的“双十一”开卖28小时的报告中，运

动鞋服和装备的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5倍，冲锋衣裤、

运动羽绒服、运动休闲鞋、羽毛球拍、跑步机、骑行装备

和滑雪器材等热门商品销量更是增长7倍以上。随着

“户外经济”持续升温，斐乐、萨洛蒙等超300个户外品

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5倍，冲锋衣裤、公路车、户外仪

表、滑雪品类增长翻倍。

（赵萌 李子璇）

参加一场赛 玩遍一座城
———天津宁河区“生态+”引领体育产业绿色发展

“+旅游”与“+装备制造”

体育致富路上江西两翼齐飞

搭建平台 丰富供给 优化环境

重庆利用体育赛事激发经济新活力

电
商
平
台
销
售
数
据
显
示

户
外
运
动
产
品
消
费
呈
上
升
趋
势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

7

8

9

:

;

<

!

本报记者 赵 萌文/图

“前两天我参加了七里海半程马拉

松赛，在奔跑中我不仅看到了自然之美，

更呼吸了新鲜空气，感觉跑得更快了，成

绩也更好了。”近日，参赛者贝贝又来到

七里海湿地跑步锻炼时告诉记者。

近年来，天津市宁河区坚持生态优

先的绿色发展理念，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赛事活动。在助推“农文体商旅”

融合发展的同时，如何用体育赛事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更好地推

动地区经济发展，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

了天津市宁河区区委书记白凤祥。

“生态+赛事”促进消费

生态资源是宁河区的特有资源，近

年来宁河区在“生态+”理念的引领下，

以体育赛事为媒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

“宁河区按照‘季季有赛事、月月有

活动、周周人气旺’的目标，举办了一系

列国家级赛事活动，形成了‘六个一’赛

事品牌，即‘一马’环七里海马拉松、‘一

车’环七里海自行车赛、‘一轮’国家级

轮滑大赛、‘一钓’中国钓鱼户外公益邀

请赛、‘一走’国际徒步运动、‘一牌’国

家级牌类比赛。”白凤祥告诉记者，宁河

区每年大约举办133场赛事活动，通过

这些赛事让更多选手喜欢上宁河区，从

而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例如今年举

行的环七里海马拉松赛吸引了全国各

地近5000人参赛，客流量达到2.4万人

次，赛事期间全区酒店入住率增长

40%、各类文创产品消费有40%至50%

的增长、综合收入640余万元。

宁河区不仅马拉松赛蓬勃开展，轮

滑赛也同样热闹非凡。“宁河区的马拉

松赛跑出了大市场，小小的轮滑创造出

大舞台。”白凤祥说。据了解，从2023年

4月至11月，宁河区举办了5场国家级轮

滑赛事活动，这些赛事吸引了来自国际

国内的3000多名参赛选手，共带来3.1

万人次的客流量，创造了超过470万元

的综合收入。此外，宁河区还致力于创

建“轮滑小镇”，通过频繁举办轮滑赛

事，将自身打造成为轮滑领域的“专业

户”，吸引众多全国轮滑选手前来参赛。

此外，宁河区将继续抓住“跟着赛

事去旅行”的消费热潮，通过这一举措

让更多人加入到赛事活动中，感受到宁

河区的生态之美，进一步培育宁河体育

赛事产业生态。

“体育+旅游”发展经济

岳龙红薯、芦台春酒、七里海河蟹、

宁河大米……近年来，宁河区的农产品

的生态价值在经济作物和食品领域已经

开始显现。此外，宁河区还利用储备林资

源打造了绿色生态屏障文旅项目———绿

屏驿站，率先在绿屏驿站打造了客栈餐

饮、特色民宿、房车营地、星空帐篷等板

块。在近日于宁河区举办的“迈开步动出

彩”赛事“三进”公益行暨津彩同行·健步

行和中国钓鱼·户外公益邀请赛上，来自

天津的近400位健步走爱好者在锻炼的

同时还领略到了宁河区七星岛湿地公园

的美景，全国各地的近百位钓友不仅在

此体验了钓鱼的乐趣，更在当地进行了

住宿、旅游和诸多亲子活动。通过举办赛

事就可以带动可观的旅游周边收入。

然而，在发展中宁河区也面临如何

持续性发展的问题。白凤祥介绍：“我们

需要探索和创新，以吸引并留住游客。

宁河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大区，其

农业资源一直是传统强项。历经多年深

耕细作，我们成功创建了全市首个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在此基础上培育

了五大优势种业：水稻、河蟹、生猪、水

产及种苗，为京津冀区域提供了丰富的

优质农产品。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宁河区实施品牌农业战略，重点

打造了‘津沽七里海’品牌体系，这一举

措成效显著，年销售收入已突破3亿元

大关，预计全年农业总产值将达到88亿

元。”

“我们在部分体育赛事活动中，设

有展示当地农产品与非遗文化的平台，

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到宁河的独特魅力。

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景点、景区、民宿的

‘一卡通’与‘一票通’等消费模式，为游

客提供便捷的消费体验。”白凤祥介绍，

宁河区还保留了芦台大集，在这里，人

们可以一边参加比赛，一边品尝地道的

宁河宴，再逛逛芦台大集，形成了一系

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消费“组合拳”。

“体育+”模式盘活资源

如今，“体育+”“+体育”模式已成

为广泛共识，不仅体育用品、体育服装

等传统行业蓬勃发展，就连户外用品、

帐篷制造等企业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我们正在不断策划新的体育赛事活

动，旨在吸引更多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

范围内的创新型、融合性企业参与进

来。我们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特色体育

公园与综合体育产业园项目，其中将重

点打造轮滑体育公园与武术格斗综合

产业园。将这些体育场馆和赛事活动固

定化、长期化，使之成为促进地方消费、

带动就业以及推动产业发展的坚实阵

地。”白凤祥说，宁河区希望通过这些项

目，让体育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

个载体，一个让人们了解文化、融入生

活、体验互动沉浸感的平台。

未来，宁河区将继续以生态为基

底，以体育为媒介，探索更多样、更环保

的发展路径，让这片土地因体育而更加

生动，因生态而更加美好，实现生态、经

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共创宁河区

体育绿色产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