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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早就晓得贵州有‘村超’，来了广

东才知道佛山有‘西甲’，今年夏天一定要

找时间来看比赛。”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

赛事活动足球（七人制男子组）项目决赛的

比赛现场，特意从北京坐火车来观赛的黄

泽辉说。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创办于2002年，

因相关比赛长期在三水区西南街道举办，

当地球迷亲切地将这一群众足球赛事活动

称为“西甲”。借全运会“东风”，本次比赛的

场地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和健力宝足球青训

中心同“西甲”的缘分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云秀山体育场负责人表示，主流媒体的相

关报道中多次介绍联赛历史沿革，扩大了

赛事的知名度；赛事转播和自媒体发布的

内容常有关于“西甲”的比赛镜头和场外氛

围画面，则进一步向外界展示出联赛的火

爆与球迷的热情。

比赛场边，上届佛山“西甲”决赛队伍

南海狮山华兴铃木队教练李可教的电话不

断，谈及外界对新赛季的关注，他感叹：“太

火了，真的太火了。人人都在要票，根本不

够分。”一旁，彼时李可教的对手———三水

西南数智世界队的领队冯卓贤表示，本赛

季的球队不再以临时组建的状况参赛，已

经开展了常规训练并将目标定为冠军，“最

骄傲的是家乡人热爱足球的氛围，足球早

已融入佛山人的血液，成为武术和醒狮之

外佛山的一块新金字招牌。”

比赛间歇日，当地组织“西甲”联赛的

运营方同参赛队伍开展交流活动，职业联

赛退役的运动员、热爱足球数十年的球迷

同参赛多届的群众互动，分享着天南海北

的足球文化、办赛经验。活动现场，多名球

员表示会主动向队友和亲朋介绍“西甲”并

愿意参赛，还有企业表态将加大对“西甲”

的投入，“希望赛事的优化升级给运动员和

球迷带来更好的体验，我们要为地方的体

育事业发展尽一份力，推动群众参与全民

健身和赛事活动。”

赛事期间，云秀山体育场周边的“西

甲”啤酒广场、江边仓等夜市热闹非凡。周

边夜市销售额较赛前增长约180%，主要酒

店的订房率接近八成，主要景区游客接待

量环比增长25%。

今年7月，第十九届佛山“西甲”足球联

赛将开幕，预计有40支球队参赛，近100场

赛事，将吸引超200万人次入场观赛，佛山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表示，“新赛

季的‘西甲’要进一步提升赛事品质，向全

国乃至世界展示足球魅力，成为推动全民

健身、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在海南儋州光村镇，61岁的杂货店

老板梁功业正和队友在涌边练习龙舟。

“以前只在端午节划龙舟，自从全运会

有了群众比赛龙舟项目，我们这些‘老

伙计’又找回了年轻时的冲劲。”梁伟强

所在的龙舟队由23名村民组成，年龄最

大的70岁，最小的21岁。每周一、三、五

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训练。“刚开始

连桨都划不齐，现在配合得越来越默

契。”队员王帆是镇上的小学老师，她笑

着说：“划龙舟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让我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现在周末都约着一

起训练。”据了解，在全运会的驱动下，

当地今年新增了3支社区龙舟队，组织

龙舟培训12场，参与群众超过500人。

随着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

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类运动项目吸引

着不同年龄段的人们踊跃参与。

在江苏南京的各个公园、广场，随处可见脚踩轮

滑鞋的孩子们。当地从事轮滑教练工作的刘京伟介

绍说，自从全运会将轮滑纳入群众比赛项目后，来报

名学习轮滑的孩子明显增多。俱乐部还组织了多场

轮滑选拔赛，选拔出优秀的苗子参加更高水平的比

赛。12岁的马然虽然没能在全运会选拔赛中晋级，但

依然自信满满，他表示：“我特别喜欢轮滑，能参加全

运会相关的选拔比赛，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

步。”

在广东中山古镇镇曹一村的文化广场，“咚咚

锵”的锣鼓声中，25岁的快递员李浩然正在舞狮队训

练。“我从小就喜欢舞狮，但一直没机会系统学习。”

李浩然摘下狮头，额头上满是汗水，“全运会有了群

众舞狮项目，村里就组织了队伍，我第一时间就报名

了。”和他搭档的是18岁的工厂学徒陈嘉豪：“以前觉

得舞狮是老一辈的爱好，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

学。我们还建了微信群，经常交流动作技巧。”目前，

曹一村舞龙舞狮队已扩充到40人，今年在周边社区

演出15场，场场爆满。

从南方水乡的龙舟竞渡，到城市广场的轮滑飞

驰，或者是舞龙舞狮的精彩表演，全运会群众赛事活

动正以实实在在的方式，让运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用汗水和热情诠释着

全民健身的意义———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舞台，而

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全民健身的活力图景

也愈发清晰。

本报记者 冯 蕾文/图

随着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

赛航模项目预赛在四川北川举行，航模赛事活

动在各地火热开展。

在河北廊坊，国内首次无人机“双赛”同

城的创新实践惊艳亮相。由国家体育总局航

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

协会主办的2025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 （廊坊

站）和2025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廊坊站）举

行。

据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今，

中国无人机竞速已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形成

了领先世界的标准体系，不少外国运动员选择

在中国俱乐部注册参赛。以往南方赛事站点居

多，今年无人机足球联赛首站落户廊坊，吸引

了北京、山西、深圳、广州等南北各地队伍，标

志着项目推广进入新阶段。

据统计，今年无人机足球俱乐部注册超百

家，竞速俱乐部更是突破千家，前景一片光明。

其中，无人机足球联赛吸引了近700名爱好者

参赛。

赛事总裁判长钱同晨介绍，此次比赛设置

三种规格的无人机足球项目。“400毫米直径大

球项目是5对5团队空中竞技，操控难度较高，

场地面积大，这也是本年度世界锦标赛项目；

100毫米直径的小球主打对青少年普及，成本

低、占地小，普通小学教室就能开展。”他表示，

无人机足球联赛未来将呈阶梯式发展，构建起

从大众普及到专业竞技的金字塔体系，正如乒

乓球因深厚群众基础而长盛不衰，无人机运动

也需夯实根基。

“无人机足球对孩子有着天然吸引力，其

对抗性与孩子的探索欲完美契合。”河北队教

练杨海峰介绍，参与无人机足球能有效锻炼孩

子手眼协调、反应、应变及团队协作能力，还有

家长反馈孩子玩手机时间减少，学习效率也得

到提升。

与此同时，“逐梦蓝天·大美延边”2025年

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吉林·延边站）也拉开帷

幕，49支代表队5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无人机

足球、双翼橡筋动力滑翔机留空赛等多元项

目，通过竞时、竞距、遥控等形式，全方位考验

选手实力。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赛事不仅传播航空

知识，还搭建起运动与大众沟通的桥梁。延边

将以此为契机，深挖体育与边疆生态人文资

源，以赛促旅，创新体育消费模式，推动体育产

业蓬勃发展。”

近期，总局航管中心还将举办中国无人机

足球联赛（上海站）、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

教育竞赛总决赛等精品赛事，持续点燃大众对

航空模型运动的热情，让更多人感受航空运动

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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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潇雯

近日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足球项

目七人制女子组比赛中，以昌吉回族自治州

女足为班底组建的新疆女足获得了第八名，

这也是新疆女足在全国比赛中获得的最好成

绩。在全运会群众赛事的带动下，新疆群众体

育赛事不断涌现，全民健身热潮在天山南北

持续升温。一场场赛事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

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成为推动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引擎。

不断开展的全运会选拔赛，为当地群

众提供更多训练和交流的平台，推动了体

育项目的开展。喀什地区第二届“超涵杯”

青少年游泳比赛暨“我要上全运”选拔赛5

月在喀什开赛，7岁至16岁的165名青少年

游泳选手参加了比赛。参赛选手周莫炎说：

“今天获得第一名我很开心，我会继续努

力，抓紧时间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这次

比赛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供了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共同进步的广阔平

台，喀什地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比赛，更好地促进游泳运动的

健康发展和规范运行，也是大力发展群众

游泳健身运动，为广大游泳爱好者提供参

赛训练交流的机会与载体，对普及和提高

喀什地区青少年游泳运动水平，促进游泳

运动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选拔赛，更是点燃了赛事举办地

群众对于体育的热情。男子篮球项目新疆

选拔赛4月在乌苏市举行，来自新疆6个地

州市的96名篮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小

组单循环赛制展开激烈角逐，展现了新疆

群众篮球运动的蓬勃活力。喀什地区代表

队队员安尼卡尔·艾尔肯感慨：“乌苏的观

众特别热情，我们就像在自己家打球一样

开心。”

新疆在全运会群众赛事的带动下，群众

体育赛事不断涌现，全民健身在新疆蓬勃发

展。近日，新疆是个好地方·2025年石榴籽杯

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拉开帷幕，自治区、地

（州、市）、县（市、区）、乡镇、村五级联动赛制，

预计将超过3000场次，吸引150万以上人次参

与。从“村BA”“村超”等“三大球”赛事，到冰

雪运动、健身气功等特色项目，赛事活动与全

运会的热潮同频共振，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

新疆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未来，新疆将继续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支

持力度，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

更多群众参与到体育健身中来，共享体育发

展带来的成果。

本报记者 顾 宁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

育盛会，全运会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舞台，也

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今年3月，2025年山东省“我要上全运”第

十五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中国式摔跤项目选拔

赛在泰山学院火热开赛。来自全省的13支代表

队共70余人齐聚一堂，以竞技实力竞逐全运会

入场券。在为期两天的赛程中，男子、女子成年

组2个组别在6个公斤级竞技单元展开激烈角

逐。赛场上，身着跤衣的选手们辗转腾挪，将

“勾腿别摔”“过胸抡背”等经典技法展现得淋

漓尽致，充分诠释了中国式摔跤刚柔并济的竞

技美学。

自2021年中国式摔跤回归全运会群众赛

事以来，这项传统运动便展现出蓬勃的生命

力。参赛者涵盖了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人

群，一位参赛选手兴奋地表示：“这次选拔赛为

广大摔跤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选

手水平都很高。以后我会加强训练，争取参加

更多比赛。”

除了中国式摔跤，其他群众赛事活动也在

山东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好运山东”2025

年山东省气排球比赛暨2025年“我要上全运”

山东省选拔赛（东营站）中，经过两天共计134

场的激烈比拼，名次最终尘埃落定。作为新兴

的全民健身项目，气排球运动近年来在东营市

迅速普及，参与人数不断攀升。此次比赛在赛

事模式上大胆创新，针对参加全运会的队伍，

允许跨组别参赛，旨在全力打造最强阵容，代

表山东出征全运会。这一创新举措围绕全运队

伍的选拔、组建、交流展开，选拔练兵效果显

著，达到了预期目标，为体育事业发展储备了

优秀人才。

全运会群众比赛毽球项目山东省集训选

拔赛吸引了来自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东营

等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同台竞技。小

小的毽球在选手们的脚下上下翻飞，他们精湛

的技艺和默契的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喝彩。空手道选拔赛同样精彩，来自全省的23

支代表队、300余人参加了这场比赛。作为全运

会群众赛事的重要选拔平台，本次比赛进一步

促进了空手道运动在山东的普及和发展。选手

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感染了在

场的每一个人。

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的开展，不仅为体育

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极大地推动

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些比赛，越来

越多的人感受到运动的魅力，纷纷加入到全民

健身的行列中来。

轧学超

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的开展打破了

传统体育赛事“观赏者众、参与者寡”的固

有格局，让全民健身从理念走向现实，从

口号变为行动，成为推动全民健康事业发

展的有力抓手。

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充分考虑到不

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的运动需求，既有

龙舟、舞龙舞狮等承载传统文化的项目，

也有定向运动、霹雳舞等深受年轻人喜爱

的新兴运动。这种多元化的项目选择，让

更多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激

发了全民参与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搭建起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桥梁。运动不仅

强健了体魄，更增进了邻里感情，提升了

社区凝聚力。门球队里的“老伙计”、定向

运动中的“新伙伴”、霹雳舞中的“年轻力

量”，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互协作中建立

友谊，在共同进步中感受体育精神。

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的价值远不止

于一场场赛事，它正在重塑大众的生活方

式，推动全民健身成为社会新风尚，更多

人正在全运会的带动下，走出家门、走进

运动场，共享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

让全民健身接足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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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运会来了 群众赛事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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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任飞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