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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近日，由北京体育总会主办的“2025年京港跳绳交流

赛”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本次活动旨在促进

京港两地体育文化交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两地近

300名跳绳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跳绳运动以其独特的竞技性与广泛的普及性，成为连

接京港两地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纽带。此次交流赛不仅

为两地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还有力地深化了京

港在全民健身领域的合作。双方均期望未来能开展更多形

式丰富的交流活动，共同推动跳绳运动的创新发展。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京港两地选手分别在速度赛、花样

赛、团体表演等多个项目中一展身手。香港代表队凭借高难

度的交互绳技巧和富有创意的编排，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而北京队则在速度跳绳项目中尽显强劲实力，单

摇、双摇等环节竞争异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在混合团体

赛中，两地选手携手合作，一场别开生面的“京港联队表演”

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比赛之余，参加交流赛的香港运动员还前往清华附中

昌平悦府小学参观。学校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先进的教

学设备，以及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对该校在跳绳项目上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在交流中，香港队员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跳绳

训练技巧和经验，两地青少年切磋互动频繁，现场交流

氛围热烈。当日，北京市毽绳运动协会还向清华附中昌

平悦府小学授予了“花式跳绳特色学校”牌匾，期望学

校以此为新起点，为花式跳绳运动的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

展望未来，京港两地计划在赛事举办、人才培

训、体育科研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并致力于

推动跳绳运动纳入更多校园体育课程，让更多青

少年受益。

此次京港跳绳交流活动不仅是一次跳绳技

术的激烈碰撞，更是两地青少年心灵的深度沟

通。通过交流，两地青少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拓宽了视野，为京港两地体

育文化交流与合作谱写了新的篇章，也为全民健

身事业的跨区域协作树立了典范。主办方表示，

未来将继续以跳绳为媒介，开展更多元的体育文

化交流，助力营造活力健康的社会氛围。

福建以品牌赛事引领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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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 伟

福建省高度重视品牌赛事的培育，2024年全省

共举办群众品牌赛事784项，吸引近370万人次参与，

带动消费超40亿元。其中，首次举办的“王文教杯”羽

毛球公开赛和闽港澳台篮球邀请赛列入省政府年度

重点工作，办赛质效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群众参与促健康

福建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通过赛事吸引

更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提高健康水平。

品牌赛事在设计谋划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从空

间和时间上容纳更多群众参与。如“王文教杯”羽毛球

公开赛从4月持续至8月，构建起一个从基层县（市、

区）逐步向上的“金字塔式”选拔体系，整个赛事实现

了省、市、县全域覆盖，实现了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

的全覆盖，累计超过10万人次参与，启动仪式和颁奖

仪式两场全球直播观看量超2000万。闽港澳台篮球邀

请赛参赛队伍涵盖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以福建地缘

优势吸引区域运动员参赛，赛事直播全网浏览量突破

2000万，新浪、抖音等平台点击量近7000万。

助力创造美好生活

“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和闽港澳台篮球邀请

赛等品牌赛事及其配套活动的举办，为群众提供了

丰盛的体育大餐，观看赛事、参与赛事成为人民群众

愉悦身心、享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

福建在举办品牌赛事时，注重挖掘普通参赛选

手的闪光点，通过运动员专访短视频、个性海报发布

等一系列专题宣传报道，充分展现了运动员的个性

风采，让参赛运动员有更多成就感，观赛群众有更多

满足感、获得感。

“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和闽港澳台篮球邀请

赛配套开展了羽毛球奥运（世界）冠军、“96黄金一

代”篮球明星进街区、进校园，与学校和社区群众面

对面交流，提升他们对运动项目的理解和运动技能。

现场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服务，让群

众在参加比赛、观赏比赛中释放压力，提升抗挫折能

力，增强团队协作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更加

阳光、积极的心态享受生活、快乐工作。

挖掘赛事经济潜力

体育赛事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福建品牌赛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也有所突破。

“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策划的南安美食推

文、短视频，阅读量超10万，得到网友一致好评并组

队前往体验。据统计，赛事期间，举办地外地游客接

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实现了赛事影响力与旅

游吸引力的双重提升。

赛事期间，周边餐饮、住宿、特产零售等行业迎

来消费热潮，举办地销售额较平日增长超20%。“王

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期间5个月带动消费超2亿

元，闽港澳台篮球邀请赛7天时间带动消费

超1200万元。

在赛事中融入旅游、商务、文化、民俗、

美食等，福建已让一场赛事衍生为“赛事

群”“活动周”“百姓节”，让赛事“流量”变为

经济“增量”。除了这两项比赛，其他品牌

赛事对消费的提升也有亮眼表现，全年品

牌赛事带动消费超40亿元。

提供文化展示平台

体育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福建品牌赛事与

文化相结合，打造成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作为全国体育领域唯一也是福建唯一的人民楷

模，王文教的羽球报国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体育人

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为进一步纪念和弘扬人民楷模的

事迹和精神，羽毛球公开赛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以王文

教归国后的“羽球报国”事迹为切入点，制作“中国羽坛

的福建力量”系列海报，每天发布一组人物故事，全景

展示福建羽毛球发展辉煌历程，同时通过王文教羽毛

球文化宣传周等一系列配套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和熟

悉王文教，以他为榜样，在全省营造学习王文教先进事

迹的浓厚氛围，让爱国情怀激励年轻一代。

福建在打造品牌赛事时坚持因地制宜，融入特

色文化，以赛事为平台，展示福建体育文化底蕴。闽

港澳台篮球邀请赛设置12场高水平球赛，通过及参

观福州台湾会馆、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和平潭闽

台综合实验区等活动，勾勒出

一幅以球会友、以赛增谊

的闽港澳台相识相

知、相亲相爱的

和谐画卷。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北京

市航空模型项目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班在房山区氢能翱翔飞

行基地举办，吸引了近50名来自

北京各中小学校、少年宫的教

师，以及航空模型从业者和爱好

者积极参与。

此次培训旨在保障北京市低

空领域的安全、有序、可持续发

展，为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建设赋

能。培训历时两天，国家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李晓琳、国家级航模比

赛项目裁判长符其卫、北京航模

队高级教练李成林等业内专家齐

聚一堂，围绕社会体育指导理论、

航空模型核心技术等主题展开精

彩授课。

符其卫说：“培训内容涵盖了

航空模型运动技能、教学方法、竞

赛组织、安全防护等多个方面，希

望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提高参

训学员的航模基础理论知识和技

能水平，增强指导能力，从而更好

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尤其是推

动青少年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全

面发展。”

在实践环节中，参训学员在航

模教练杨东的指导下，完成模型组

装、飞行调试及实践考试，将理论

知识充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经

过严格的考核，合格者获得国家体

育总局认证的等级证书。

参训学员潘蕊说：“通过此次

专业培训，我将不断创新教学方

法，让航模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推动全民

健身运动、提高国民体质的重要力

量。随着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

需求日益增长，对体育活动的参与

热情也越来越高。

北京市航空运动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系统化培训与严

格考核，此次培训助力学员提升

专业素养，为北京低空经济领域

的发展输送了高素质人才。未来，

协会将定期开展进阶课程，并优

先推荐优秀学员参与校内外青少

年航空模型项目的社会辅导工

作，持续推动航空科技体育的规

范化发展。

本次培训由北京市航空运动

管理中心、北京市航空运动协会、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局联合主办，北

京氢能翱翔飞行营地承办。

（冯 蕾）

北京航空模型项目培训社体指导员

本报讯 近日，由湖南省体育

局主办的2025湖南体育旅游节暨

怀化旅游金三角安江半程马拉松

在洪江市安江镇开跑。赛事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跑友参赛。

最终，来自怀化辰溪的刘勇以1小

时16分56秒的成绩夺得半程马拉

松男子组冠军，来自怀化辰溪的黄

春以1小时28分49秒的成绩获得女

子组桂冠。

本次赛事设半程马拉松、健康

跑两个组别，赛道设计充分融入了

安江万年稻作文化与沅水河畔自

然景观特点，将杂交水稻发源地博

物馆、安江东站高铁站等文旅地标

有机串联。跑友王旭说：“这里每一

公里都是享受，而完赛奖牌也是相

当珍贵的安江记忆。”

来自长沙的跑友杨凯在完赛

后表示：“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体

育竞技，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

对话，让世界看见中华农耕文化的

生命力。”

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未

来安江半程马拉松将持续深化“体

育+文化+科技+生态”特色，打造

全国独一无二的农耕文化主题马

拉松IP，为乡村振兴注入澎

湃动能。

（冯 蕾）

湖南体育旅游节路跑赛事凸显“体育+”

他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在社区健身角，总

有他活力满满的身影，虽然相比一年前瘦了不

少，但邻居们还总是亲切地称呼他“胖子”。他叫张

浩，因为想要减重，成为一名健身达人。

过去，张浩因为体重严重超标，身体状况每况愈

下。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体检报告上一连串的健康

问题，像是一记记警钟，重重地敲在他的心上，张浩终于

下定决心改变。

他的减重之旅从最基础的运动开始———每天绕着小区

慢跑。起初，没跑多远，他就累得直不起腰，脚步沉重得像灌

了铅。可张浩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无论多累，他都

咬牙坚持着。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已经在小区的

道路上挥洒汗水；傍晚，夕阳的余晖拉长他奔跑的身影。一圈

又一圈，他用坚持丈量着自己的改变之路。

仅仅跑步还不够，张浩深知科学减重需要多元的运动

方式。于是，他走进了社区的健身角，这里成了他的第二个

“战场”。他学着使用各种健身器材，从简单的腿部拉伸器

到复杂的综合训练器械，每一样他都认真钻研。一开始，

由于体重过大，动作总是不太协调，引得旁人侧目，但他

丝毫不在意，专注地按照从网上学到的教程，一点点纠正

姿势。

在这个过程中，张浩发现，社区里有不少人和他有着相

似的困扰———想要减肥，想要健康，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他

就和大家一起健身，相互探讨运动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多半

年过去了，张浩和身边的几个朋友腰围明显减小，身体也越

来越硬朗。

随着自己体重的不断下降，张浩的信心越来越足，他在

社区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最近他还想着要组织一个小

型的健身团体，每天固定的时间，大家都会聚集在健身角，一

起运动，互相鼓励。

为了健身更加科学有效，张浩还自学了营养学知识。他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健身目标，制定了合理的饮食计划。

如今的张浩，已经成功减掉了15公斤的体重，整个人焕然一

新。曾经因为肥胖带来的健康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但他

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说：“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中来，一起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改变。”

减重让他练成了健身达人

本报记者 轧学超

2025年京港跳绳交流赛落幕

共筑体育文化交流新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