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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轧学超

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传统节日

“龙抬头”，这一天，全国各地龙舟赛

事活动竞相绽放，传统民俗与现代活

力相互融合，将美好祈愿融入奔腾江

水。

在广东佛山，“金蛇献瑞 龙舞九

州”2025年全国龙舟大联动佛山龙舟超

级联赛启动仪式暨“环两江”文旅系列

活动及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活动在南海

区九江镇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龙舟

协会、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精彩的表演《醒狮献瑞启祥龙》和

《瑞鼓震天醒龙魂》拉开了启动仪式帷

幕，威风凛凛的醒狮跳跃、翻腾，与激

昂振奋的鼓声相互呼应，瞬间点燃了

现场气氛。2025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

将通过贯穿全年、覆盖全国的各类龙

舟赛事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还发布了2025

年佛山“环两江”文旅系列活动及精品

旅游线路，100多场活动涵盖民俗、节

庆、美食、赛事、演艺等方面，将沿江景

点、景观、街区、场馆等串联起来，全方

位展示了“环两江”先行区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同一时间，浙江绍兴也沉浸在欢乐

的节日氛围中。“行走大运河”全民健

身系列活动2025年绍兴市龙舟开桨仪

式暨仙果小镇·龙舟竞渡活动热闹开

场。开幕式上，击鼓表演气势磅礴，舞龙

表演灵动活泼，书简舞优雅飘逸，长绸

扇轻盈优美，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文化

氛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龙舟赛“点睛

仪式”，100米与200米直道竞速比赛也

就此拉开帷幕。活动不仅让观众欣赏

到了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设置了非遗展

示、共富集市等环节，让大家在感受龙

舟文化的同时，也能体验到当地的特色

美食和传统手工艺品。

在湖北秭归，2025年归州万古寺龙

舟文化节暨“二月二·龙抬头”活动也同

时举行。千余名游客齐聚屈原故里，在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共同弘扬传统

文化，祈福丰收。作为“中华屈氏第一

村”，万古寺村传承着原汁原味的屈原

故里龙舟文化。原生态表演唱《薅草锣

鼓》、女声小组唱《我家门前是长江》、舞

蹈《橘林欢歌》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现了

峡江儿女的豪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名孩童身着楚服，完成开笔礼，朱砂轻

点额间，稚嫩的诵读声回荡在广场上

空，传承千年的启蒙礼，让崇文尚德的

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随后，擂

动大鼓，龙头披红、点睛等古礼庄重肃

穆，5支龙舟竞相入水，沿着香溪河道

“拜码头”，祈求四季平安、生活幸福。

此外，在山东德州，2025德城区非

遗项目展演暨首届春季龙舟开漕文化

节在德润古运南码头民俗文化园开

幕。活动通过复原古运河传统民俗、

创新非遗展演形式，为市民呈现了一

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民俗盛

会。在龙舟披红点睛仪式结束后，4支

参赛队伍相继下水，在锣鼓助威声中

展开竞逐，重现古代漕运竞速的壮观

景象，让更多人了解到运河文化与龙

舟文化的魅力。

各地的龙舟活动以独特的地域特

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的人群参与，不仅为人们

提供了欢乐的节日体验，也让龙舟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它们

成为传承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交流、推

动文旅融合的重要平台，让人们在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发展，

龙舟文化将继续传承下去，在中华大地

上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本报记者 丰佳佳

2024年，中国体育用品出口交出增速6.77%的答

卷，全年出口额达283.96亿美元，展现了“中国制造”的

韧性。与之同频，体育用品行业外贸仍面临产业链外

迁、成本优势减弱等深层次挑战。中国体育用品业联

合会日前发布 《中国体育用品对外贸易发展报告

（2024）》，对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深度解析，帮助企业

在新的一年里把握出海机遇。

近几年，体育用品对外贸易出现大幅度震荡，经

过2023年的去库存周期，国际体育用品市场需求逐步

修复，尤其是欧美消费市场的复苏，为跑步机、健身器

材等品类注入增长动力。2024年，中国体育用品进出

口总额298.83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22%。其中，进口

额14.88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3.31%；出口额283.96亿

美元，较2023年增长6.77%。

伴随体育用品企业出海持续升温，全球供应链格

局发生变化———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将产能转

移至东南亚；代工龙头企业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工

厂已占据全球运动鞋产能的八成以上，直接导致中国

运动鞋出口连续两年下滑。这也提示想要依靠出海打

开新局面的体育用品企业，代工模式式微，自主创新

与品牌化成为破局关键。

好消息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为行业指明方

向。《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提出推动产

业链向高端延伸，鼓励企业从OEM（代工）向ODM（自

主研发制造）和OBM（自主品牌）升级。与此同时，东南

亚、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崛起，为露营装备、球类产品等

品类开辟了新空间。例如，马来西亚、泰国对合成纤维

帐篷的需求四年内翻番，墨西哥、巴西长期占据球类

产品出口前三……这些变化为体育用品企业提供了

市场多元化机会。

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中，美国作为多年来最大出口

国的地位不受挑战。2024年，体育用品对美出口89.28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2.53%，占全部出口的31.44%。在

其他排名前二十的出口目的地中，越南、泰国、墨西

哥、巴西、波兰等新兴市场值得关注，这些国家近几年

表现出较为广阔的市场潜力，也是我国体育用品出口

第二梯队的中坚力量。

外贸形式更多元，“一般贸易”占比上升。经过全

球贸易体系的深度演进，中国对外贸易业态持续创

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形成

了多维度、立体化的贸易格局。作为传统支柱型贸易

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始终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

主导地位。

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逐步演化，一般贸易占

比有所上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2024年，体育用品一

般贸易出口196.9亿美元，占比69.36%，加工贸易出口

39.40亿元，占比13.88%。

聚焦具体品类，中国体育用品外贸的“冷暖差异”较

为显著。其中运动鞋服出口承压，高端市场依赖显著。运

动鞋服作为传统出口主力，2024年出口额双双下滑，其

中，运动服出口23.14亿美元，下降4.45%；运动鞋出口

20.60亿美元，下降6.90%。近五年，除2021年和2022年出

口实现大幅度增长外，其余三个年份运动鞋服均出现明

显回落。这样的态势与产业链国际转移密切相关。

跑步机出口额延续升势，“新兴经济体”市场潜力

大。2024年，跑步机出口继续取得良好业绩，出口共计

1673.63万台，出口额13.58亿美元，增幅分别达到

44.70%、37.08%。

从出口市场结构看，美国作为我国跑步机出口最

大市场，连续三年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6%。

英国、德国、印度、西班牙、荷兰作为跑步机出口

传统主力市场，保持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一些新兴

经济体表现出较强的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印度尼西

亚出口份额从2020的1.31%，稳步增长到2024年的

2.39%；波兰从2020年份额0.95%，逐年递增到2024年的

2.29%，跻身出口市场前十名。随着这些新兴市场经济

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民众对健康和健身更加重视，跑

步机等健身器材需求也快速释放。近几年，巴西、墨西

哥、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出口市场都表现出

色，值得关注。

健身器材需求回暖。2024年，健身器材出口50.47

亿美元，同比增长22.13%，继2023年之后连续实现增

长。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在出口市场中位居

前列。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排名前十大市场全部实现

出口增长，显示出全球市场需求整体回暖的积极信号。

人造草市场发展均衡，中低端市场竞争力更强。

2024年度，人造草皮出口共计4.55亿美元，较上年小幅

下降2.62%。人造草坪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呈现稳中趋

降态势，而对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

家出口则表现出很好的增长势头。

户外用品则呈现出“传统市场稳、新兴市场热”的

格局。2024年，我国户外用品出口25.90亿美元，较2023

年小幅下跌2.60%，仍处在合理调整范围。合成纤维帐

篷出口额占户外用品总出口的73.36%，美国、澳大利

亚、德国仍是核心市场，但马来西亚、泰国的表现尤为

突出，成为行业新亮点。

2024年，中国球类产品实现出口6.99亿美元，小幅

下滑5.61%。美国、巴西、墨西哥连续三年占据出口额前

三名。

过去一年，中国体育用品外贸的“传统优势”与“新兴

市场”交替叙事。运动鞋服的份额流失警示传统代工模式

的弊端，而健身器材的逆势增长则证明创新驱动的潜力。

未来，体育用品行业仍需在“守”与“攻”之间找到平

衡———守住高端市场的品质口碑，深耕新兴市场的差异

化需求；守住供应链的规模优势，钻研技术研发的附加值

空间。当“价格优势”逐渐让位于“价值优势”，更多中国体

育用品企业才能真正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品牌”。

本报讯 以“传承雷锋精神

奉献体育力量———奋进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为主题的2025年湖

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日

前在长沙吉联MALL启动。活动

现场设置了中医理疗指导、体育

健身项目展演、科技体育项目体

验、少儿体适能指导、运动“盲

盒”挑战赛、知识问答等多项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深受群众喜

爱。此次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

动，将体育与公益有机结合，以

多种形式推广全民健身理念，为

推动湖南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营造了

全民健身良好氛围。

自2023年举办“奋进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活动以来，湖南省体育局始终聚

焦“体育振兴乡村”“青少年体质

提升”两大热点，已总计举办38

场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省7个

市州的9个县区，超1.5万名群众

从中受益，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

到2700小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为青少年体质提升赋新

能。随着活动深入开展，全民健

身理念在三湘大地广泛普及，体

育促消费效果明显，提升了体育

对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和

湖南在体育强国建设的贡献。

2025年湖南省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主

办，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承办，将

在全省5个市州举行15场。

（唐 璇）

本报讯“运动赣鄱·活力江

西”赛事活动品牌标识日前正式

发布并启用。

“运动赣鄱·活力江西”赛事

活动标识，以江西的简称“赣”字

为核心元素，将色彩与人物形象

深度融合。品牌标识以井冈山

红、樟树绿、幸福紫、青花蓝、活

力橙5种颜色展示江西区域特

色，融入5个不同年龄段和性别

的人物运动形象和动作，传递出

体育的多元价值，更体现了江西

的文化特色和体育运动的包容

性和广泛性。

该标识将广泛应用于江西

省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所有视觉载

体中，包括但不限于背景板、场馆

布置、秩序册、成绩册、奖牌、证书

等。3月1日起，江西省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率先开始品牌标识的全面

运用。下一步，江西省体育局还将

加强对标识文创产品的开发，进

一步扩大赛事IP的影响力，增强

标识的经济赋能。

“运动赣鄱·活力江西”品牌

标识的发布，是江西省体育事业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通过强化品

牌建设，助力打造“运动赣鄱·活

力江西”赛事活动品牌，充分展

现江西体育赛事活动品牌的文

化特色和精神内涵，进一步扩大

赛事活动品牌的影响力、传播

力，树立江西体育新形象。

（黄琰冰）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小学的学生在大课间跳绳。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摄

二月二“龙抬头”龙舟竞渡绘锦绣

中国体育用品对外贸易探索攻守平衡 湖南启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运动赣鄱·活力江西”赛事活动品牌标识发布

（上接第一版）

四是聚焦赛事强省，推动体

育赛事融合赋能。制定出台赛

事强省建设规划及重大赛事激

励政策。做好全国促进体育消

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工作。深化

“赛事之城”“赛事集聚县”建设，

打造一批运动项目之城。全力

申办第十六届全运会。办好2026

足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

阶段中国队主场比赛。全年举

办国际级赛事50场以上、国家级

赛事200场以上。健全体育赛事

数字化监管机制，推动全省重大

赛事逐级备案、统一发布、动态

监测，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处置。

进一步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

剂监督检查工作，营造公平公正

的竞赛环境。

五是聚焦足球改革，推动

“三大球”振兴发展。在浙江省

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2月

27日浙江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成立，浙江足球改革取得重大

突破。下一步将体系化谋划、部

署推进省域足球改革发展，加

快建立以全省青少年足球联赛

为牵引，长三角联赛、杭甬足球

赛等区域特色赛事为补充的青

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健全“三大

球”职业化发展激励政策，在市

场开发、青训体系建设、赛事组

织方面给予支持；科学构建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形成省市县

三级男、女五个年龄档足球梯

队，谋划建设省足球训练中心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鼓

励有条件的高校成立足球学院

或设立足球专业，打通优秀足

球运动员“出口关”。以足球改

革为突破口，打造三大球振兴

省域样板。

六是聚焦体教融合，推动

青少年体育固本强基。加强与

教育部门合作，在丽水、绍兴柯

桥、舟山普陀推进体教融合试

点工作。加快完善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开齐、开足体育课，切

实保障学生校内、校外各一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让学生掌握

两项以上体育技能。建立体校

教练到中小学开展常态化选

材，并指导体育教学和训练工

作机制。探索构建“631”成建制

升学体系，打通具备专业发展

潜力的优秀学生运动员在义务

教育和高中阶段升学通道，努

力破解“12岁退役”现象。鼓励

省内更多高校设置运动训练专

业，建立高水平运动队。

七是聚焦提质扩能，推动

体育产业做大做强。召开全省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浙

江国际体育时尚周，举办运动

服装趋势发布会、运动服装设

计大赛等活动，打造产业发展

新平台。加快培育一批龙头骨

干体育制造企业，争创国家体

育产业基地两个以上，打造体

育制造浙江品牌。大力发展冰

雪、水上、航空、山地等户外运

动项目，推动体育与文化、旅

游、康养等融合互动。建设省级

体育综合体十个以上。

八是聚焦深化改革，推动体

育治理加速重塑。坚持举国体制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政府主

导、多元参与新体系，完善共建

共赢、多元发展新模式。与部分

市县开展合作共建，推动探索具

有浙江特色、市强省盛的体育改

革之路。迭代升级体育大脑，加

快实现“一仓汇聚体育数据、一

屏统揽体育业务、一键直达体育

服务”。优化基层体育组织体系，

完善基层体育阵地体系，构建基

层体育队伍体系。

九是聚焦清廉建设，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持续

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坚决维护体育良好

形象。深化体育工程、运动队、

资金资产管理、体育社会组织、

体育赛事、防反兴奋剂等六大

领域清廉体育单元建设，推进

体育领域系统整治走深走实。

持续抓好安全生产，推进赛事

安全、项目安全、场馆安全。坚

决治理“饭圈”乱象，强化体育

舆情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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