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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6日，2025年亚

洲残疾人射箭锦标赛在中国残

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收官。本

届赛事由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承办。作为亚洲射箭联合会批

准、世界射箭联合会认证的代表

亚洲最高水平的残疾人射箭项

目排名赛，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

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

手齐聚北京，总计168人参与14

个小项的比拼，涵盖个人与团体

两大类别，并按弓种（复合弓、反

曲弓）及运动员残疾类别（W1

级）细分小项。

中国队在本届锦标赛收获

10金4银3铜，金牌数、奖牌数均

列第一。其中，赵理学和甘俊在

反曲弓男子公开组双人团体金

牌战中，以1296环的成绩打破

亚锦赛纪录获得冠军。赵理学

表示，面对该项目传统强队印

度队，比赛从1比1打到3比3，再

到5比4获胜，最终以超原纪录

78环的成绩夺冠令他感到出乎

意料。“夺冠既凭实力又有运气

成分。伤病影响了自己的状态，

要感谢队友的优秀发挥。我们

相互鼓励，通过配合取得了理

想的成绩。”

作为新的残奥会备战周期

的一项重要赛事，本届锦标赛上

中国队出现了许多年轻面孔。中

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从国家队的梯

队建设方面考虑，参赛选手呈现

出老中青相结合的特点。亚锦赛

结束后还有全国锦标赛，年底还

有全运会，会根据相关成绩做好

新周期的国家队选拔工作。”

据了解，我国已成功申办

2027年的亚洲残疾人射箭锦标

赛，两年后在同一片场地上，该

赛事将作为2028年残奥会的资

格赛进一步检验国家队的备战

成效。 （张博宸）

本报讯 7月6日，为深入贯

彻落实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战

略，进一步推动成眉两地体育事

业协同发展，继德阳站后，由成

都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组委会、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眉山市体育总会联合主办的“运

动成都”成都市第十二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健身秧歌比赛（眉山

站）暨2025成都首届银龄健身大

擂台选拔赛，在眉山市东坡区万

达广场火热开赛。200余名健身

爱好者同场竞技，现场气氛热闹

非凡。

据了解，这是该项赛事连

续第四年走进眉山市，也是深

化“运动成都”全民健身运动会

品牌跨区域辐射效应的重要举

措。此次赛事旨在共同推动都

市圈高质量发展，着力搭建区

域体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鉴的

合作平台，有效推动健身秧歌

在成眉地区的推广与发展。近

年来，成都市始终致力于建设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每年举办超5000场次全

民健身活动，广泛带动百万市

民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根基。此次赛事的

举办不仅为眉山市民带来一场

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为两地

健身秧歌爱好者搭建了技艺交

流、经验共享的桥梁，更以实际

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的跨区

域传播，促进成眉两地全民健

身事业协同发展。（李 博）

本报讯 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近日

在深圳开幕，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省5个地市代表队的135名

青少年花滑选手展开较量。

本次比赛设置儿童组至成年组的全年龄段竞赛单

元，全面覆盖各个年龄层次，既是对广东青少年花滑梯队

建设成果的全面检验，也为广东冰雪运动储备新生力量

搭建了关键平台。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身着华丽

的比赛服，脚踩冰刀，在冰面上翩翩

起舞，充分展现了花样滑冰运动的艺

术魅力与竞技之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首个比赛日精彩不

断，队列滑、单人滑女子少年高龄组、单人滑女子青年组、单

人滑男子青年组等多个小项先后展开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

承办，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协办，中国体

育彩票等支持。

（黄心豪 王霄）

本报讯 7月6日，随着最后一项赛事结束，“广州市体

育基金杯”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地掷球公开赛暨2025年广

东省地掷球锦标赛在广佛智城广东省地掷球训练基地收

官。本次赛事吸引了近200名运动员参与。

作为迎接十五运会的重要热身赛事，本届比赛以“推

动湾区体育交流、提升地掷球竞技水平”为目标，旨在通

过高规格办赛打造优质体育赛事品牌，为十五运会营造

良好氛围。

本届赛事设塑质地掷球与小金属地掷球两大项目，涵

盖塑质地掷球男女三人赛、双人赛、单人赛、团体赛，以及小

金属地掷球双人赛、男女单人赛等11个小项。赛场上，运动

员们激烈角逐，常常出现比分胶着、逆转反超的精彩场面。

本届赛事由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指导，广

东省掷球协会主办，广州市掷球协会、广州佳沐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

（黄心豪）

本报记者 黄心豪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

赛龙舟项目决赛日前在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仙湖激情开

桨。赛场上，一对“龙舟夫妻”再次

书写属于他们的全运辉煌。在开

幕式上，代表运动员宣誓的是广

东龙舟队老将张家培。张家培的

妻子宋艳冰则是广东省女子龙舟

队的教练，在开幕式后率领广东

队勇夺女子组100米直道赛冠军，

这也是本次全运会龙舟赛的首

金。张家培也不甘示弱，在随后

的男子组100米直道赛决赛中，和

队友们为广东再添一金。全运会

赛场上，这对夫妻再次演绎龙舟

“船”奇。

自从2017年天津全运会龙舟

项目首次成为全运会群众比赛项

目以来，本届全运会是第三次进

行龙舟项目比赛。这也是张家培

和宋艳冰第三次参加全运会，只

是他们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今年36岁的张家培是佛山南

海九江人。小时候，爷爷经常带他

去看龙舟比赛，耳濡目染，让他对龙舟情有独钟。

从广州体育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到家乡，

2013年加入龙舟队，一直坚持到现在。宋艳冰是

河南商丘人，今年30岁，12岁到广东肇庆开始练

习龙舟。2011年她进入南海九江龙舟俱乐部，从

此对龙舟运动不离不弃。

“龙舟是我们的‘红娘’。”宋艳冰说，两人因

同在一个龙舟队相识相爱。2017年十三运会上，

宋艳冰包揽女子龙舟项目6金，张家培获得男子

龙舟4金，两人合力获得十枚全运金牌，可谓“十

全十美”。十四运会，他们每人只能报名三个项

目，结果各自包揽三金，夫妻夺得满额6金。这次

十五运会，张家培将冠军留在广东，宋艳冰则延

续广东女子龙舟全运不败、全部夺金的奇迹，夫

妻双双又在全运赛场“淘金”成功。

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付出。“我们

每天都要训练差不多6个小时，包括水上训练和

岸上的体能训练。”张家培表示，岸上的训练包

括中长跑、力量的爆发训练和耐力的针对性训

练。这对于36岁的老将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去年，张家培和宋艳冰迎来爱情的结

晶———双胞胎女儿。现在，孩子已经1岁两个月。

训练、指导还要带娃，他俩忙得不可开交。“最近

备战全运会，我们都在封闭训练，所以没办法，

只能让老人帮忙带娃，我妈带一个，他妈带一

个。”宋艳冰说，夫妻两人能够连续三次代表广

东参加全运会，非常骄傲。全家上下都非常支

持他们。

宋艳冰说，龙舟运动是佛山的名片，龙舟运

动基因已深入到佛山人的骨髓，希望这次全运

会能再次展现佛山龙舟风采，希望更多人能参

与到龙舟运动之中。

亚洲残疾人射箭锦标赛收官

中国队收获10金4银3铜

成都全民健身运动会舞动健身秧歌

广东青少年花滑锦标赛深圳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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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地掷球公开赛收官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体育彩

票乐小星主题公园落成仪式在

福州市西河智慧体育公园中心

广场举行。本场活动以“迈开步

动出彩”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体

彩事业发展脉络与公益硕果，为

榕城市民带来沉浸式的体彩公

益体验。

随着红绸落下，公园标志性

建筑“乐小星”雕塑惊艳亮相。手

持各类体育器材的萌趣雕塑，搭

配绚丽多彩的配色，生动诠释了

拼搏精神与福州全民运动活力。

其胸前熠熠生辉的奥林匹克五

环主题色，恰似公益能量的汇

聚，传递着“微光成炬”的动人理

念。

主办方表示，乐小星主题公

园的落成将成为市民直观感受

体彩公益属性、理解“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宗旨的全新窗口，助

力提升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公

信品牌形象与社会认同感。

在“迈开步 动出彩”主题打

卡区，市民纷纷在主舞台前合影

留念。入口领卡区人头攒动，大

朋友、小朋友们争相打卡，参与

网球抛投、飞盘互动挑战、纠正

错误购彩行为等游戏，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玩转世俱杯”趣味互动打

卡区更是人气爆棚，足球九宫

格、泡泡球等妙趣横生的游戏，

让球迷们仿佛跨越时空，尽情享

受运动乐趣，现场欢呼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责任彩

票互动问答环节吸引了众多市

民参与。市民刘先生感慨道：“这

些互动问答不仅让我们学到了

购彩知识，还增强了防范非法彩

票和诈骗的意识，帮我们树立了

正确的购彩观念，真切感受到了

体彩的公益温暖。”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积极

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创新采用“运动+公益”形

式，将体彩公益金使用与全民健

身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元的互

动环节，让市民得以近距离、生

活化地认识中国体育彩票的公

益公信品牌及其内涵，深入了解

体彩公益金在助学、助老、推动

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进

一步提升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

公信品牌形象与公众信任度。随

着萌趣乐小星“安家”西河智慧

体育公园，这张崭新的福州体彩

公益名片将持续传递温暖与力

量，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张金铃）

广
告

萌趣乐小星“安家”福州西河公园

本报记者 赵 萌

于江西上犹县开启匹克球友谊赛的活力对决，在

浙江后岸村赴气排球邀请赛之约，至山东五莲县享休

闲垂钓之趣……2024年以来，全国县域体育经济在赛

事举办和“文体旅融合”趋势推动下，呈现出积极且充

满活力的发展态势，有效带动了区域消费增长。

优势突出 县域体育经济腾飞有基础

“县域体育旅游经济前景极为广阔，其消费潜力

十分巨大。”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笑

宇介绍，在全球体育旅游产业年均增速达15%的当下，

我国体育旅游市场增速更是接近40%。体育旅游涵盖

山地、滨海、低空等小众旅游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开

辟了多元化的新路径。

县域体育经济发展具有诸多优势。首先是地方特

色浓郁，文化内涵丰富。县域城市保留着更为原生态

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县域体育经济深度融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能够

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体育

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冯珺介绍：“一些山区县域

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举办登山、徒步等赛事，将自然

景观与体育竞技完美结合，吸引众多参赛者和游客，

实现差异化发展，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浙江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定位为“户外运动

天堂+高品质度假目的地”，一方面积极引入全球特色

体育运动项目，如探索户外营地、天际森谷体育主题

山野乐园等；另一方面通过点状供地政策创新，引进全

球创意民宿开发和运营团队，推出裸心谷、开元森泊等

一系列特色民宿和主题度假产品。同时，常年举办越

野赛、山地骑行、创意市集等知名赛事和文旅活动，形

成运动休闲充实体验、文体活动扩大品牌、“一站式”度

假配套延展消费的创新路径。

其次是贴近本地居民，群众基础广泛。县域城市

的社会结构相对扁平化，社区联系紧密，居民对本土

文化和体育活动认同感和参与热情高。广泛的群众基

础不仅为体育赛事提供了稳定的参与人群和观众来

源，也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

同时，广泛的参与度在新媒体时代放大了传播效

应，县域城市自带独特故事性与人情味，经短视频、直

播、社交媒体等线上平台生动展现、广泛传播后，迅速

吸引大众目光、形成热点。以贵州“村超”为例，榕江县

网络主播阿珍借助其热度，专注售卖榕江特产，主打牛

肉。凭借“村超”知名度，将家乡特产推向全国，目前日

均订单50至200单，三分之二销往省外。

王笑宇从县域体育旅游角度分析认为，赛事驱动

型文体旅融合路径以赛事引爆流量、文化赋能特色、

旅游扩大消费，具有投入小、产出大、宣传强、消费广等

特点。通过赛事IP，体育旅游活动围绕赛事经济，形成

体育赛事+体育娱乐+体育培训，以及周边主题体育旅

游的完整产业链条，消费拉动效能广泛。

困境待解 应对挑战多措并举补短板

县域体育经济发展虽势头良好，却也面临诸多亟

待解决的难题。核心IP稀缺是首要挑战，打造体育旅游

IP需天时地利人和，完善难度大。我国县域体育旅游尚

处起步阶段，缺乏有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核心IP，难

以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产品体系缺乏一致性也是突出问题。文体旅融合

要求文化赋能、讲好故事，以吸引游客并实现消费转

化，但部分县域体育旅游产品存在餐饮、商业消费与高

素质客群不匹配，产品设计缺乏联动等情况，不能仅停

留在简单农家乐、土炕住宿层面，需打造与赛事匹配的

高品质餐饮、特色住宿和文创产品等。

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同样制约发展。交通、公共卫

生、翻译等服务体系化不足，安全、卫生及公共服务完善

程度有待提高，影响游客体验和县域体育经济整体形象。

产业协同难题也不容忽视。我国县域旅游面临本

地与外地需求协同挑战，在零售、接待等方面需平衡消

费产品、提高公共资源、兼顾消费习惯，打造主客共享

的建设方式。

此外，专业人才与运营管理能力短缺也是关键因

素。县域地区难以吸引和留住高水平专业人才，现有从

业人员素养和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县域应对游客涌入

时，应急管理、协同治理和市场监管能力不足，比较容

易出现服务质量问题。

县域体育经济在融合发展中既充满机遇，也面临

挑战。通过借鉴成功案例经验，加强核心IP打造、完善

产品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促进产业协同、培养专业人

才等多措并举，县域体育经济有望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体育插翅 助力经济腾飞
———县域体育经济发展新机遇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