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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佛山龙舟长盛不衰的“ ”
本报记者 黄心豪

龙舟界盛行这一句话：“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

东，广东龙舟看佛山。”十五运会群众比赛龙舟项目决赛日前

在佛山落幕。以佛山顺德乐从龙舟男队和南海九江龙舟女队

为班底的广东龙舟队表现出色，包揽所参加的6个项目的冠

军。佛山龙舟再次名扬天下。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佛山是

“全国龙舟之乡”“中国龙舟运动之乡”和“中国龙舟龙狮运动

名城”，龙舟文化和龙舟运动基础深厚。佛山龙舟在国内外多

场赛事中披荆斩棘，屡获冠军。佛山龙舟在各大赛场屡获佳

绩，长盛不衰，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深厚的

全民基础、专业的龙舟俱乐部以及有力的政府企业支持。这

三方面因素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佛山龙舟的辉煌成就。

政企聚力扶持 夯实发展根基

政府与企业的支持是佛山龙舟队伍在各大赛事长盛不

衰的重要保障。

政府全面支持。市、区、镇三级政府均给予有力支持，从

搭建龙舟赛事平台提供队伍以赛代练的机会，到通过政策和

财政资金补助龙舟队伍训练设施建设、队伍备战、规范赛事

组织管理等方面为龙舟赛事的顺利举办创造良好环境。此

外，政府还积极推动龙舟文化与城市形象的融合，将龙舟赛

事作为展示佛山文化魅力和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提升佛山

龙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政企通力协作。每年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中，企业代表建言献策，不断参与和推进龙舟赛事活动的全

方位发展，助力佛山龙舟在全运赛场及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

光彩。在新建大型龙舟基地等为佛山体育事业贡献力量的事

项上，政府各职能部门发挥积极作用，在各自领域结合实际

和企业需求出谋划策，帮助推进工作。

热心企业赞助。热心企业也通过资金赞助、资源整合等

方式，为佛山龙舟发展提供有力扶持，保障了龙舟队伍日常

训练、跨省参赛等刚性支出，更为龙舟赛事的全媒体宣传造

势、赛事品牌打造提供了坚实后盾，同时丰厚奖励机制，激发

了参赛队伍的竞技热情。企业们还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帮助龙舟队伍拓展发展渠道，加强与国内外其他龙舟组

织的交流合作。

厚实群众基础 赛事体系完善

佛山每年龙舟赛事超千场，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开始

一直持续到年底，呈现出“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比赛”的繁荣

景象。发展至今，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镇街级和

村居级六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为龙舟爱好者提供了从初

露头角到崭露锋芒的竞技体育之路，也形成了涵盖各年龄

段、各水平层次选手参与的群众体育之路，扩大了佛山市龙

舟人才的选拔范围。佛山的龙舟赛事兼顾了竞赛性和趣味

性，龙舟种类众多，涵盖了单人龙舟、三人龙舟、五人龙舟、传

统十二人龙舟、传统二十二人龙舟、龙船（可坐四、五十人）。

叠滘龙船漂移更被称为“水上F1”。

在今年端午假期及6月14日这4个比赛日，20支龙船队在

叠滘水网的“九曲十三弯”中，献上了震撼人心的水上漂移绝

技，展现了“宁可煲烂，不可扒慢”的叠滘龙船精神。国内三大

龙舟赛事之一的中国龙舟大奖赛也将连续三年落户佛山市

顺德区，来自全国各地近40支年度分站赛优胜队伍将云聚顺

德区桂畔湖竞夺年度冠军宝座。F3龙舟超级联赛是佛山市

重点打造的龙舟赛事活动，赛事采用“五区分

站赛+企业组”选拔机制，设置差异化竞赛组别，并首创单航

道计时排名等超级联赛机制，选拔出24支队伍晋级在南海区

举办的总决赛。

赛事宣传聚民心。为了吸引更多人观龙舟、爱龙舟，佛山

在赛事组织形式、宣传推广等方面不断创新。例如，借助短视

频平台、直播等新媒体宣传龙舟的同时，也宣传群众身边的

龙舟故事，让群众产生共情，让龙舟运动成为百姓生活中的

一个文化符号，有效凝聚了民心民意，让群众自主、

自觉、自愿投身到龙舟赛事和龙舟宣传中。

连续且丰富的赛事活动已成为带动文

旅发展的重要引擎。龙舟赛事期间，大量

游客慕名而来，欣赏精彩的龙舟竞渡，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体验独特的民俗文

化，有效促进了当地餐饮、住宿、旅游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佛山有两支享誉全球的职业龙舟俱乐

部，分别是顺德乐从龙舟俱乐部和九江龙舟俱

乐部。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佛山也有其“独到”之

处。

完善人才队伍梯次建设。俱乐部除了在全国退役赛艇运

动员、民间赛事广纳英才外，还积极联动本地学校、社区资

源，通过开设龙舟兴趣课程、举办沉浸式体验活动，深耕青少

年群体培育，吸引大量爱好者投身竞技，更汇聚众多高水平

运动员。在确保队伍成绩的前提下，承担了传承龙舟文化的

责任和使命。

科学训练厚实

根基。形成人才虹吸

效应后，俱乐部形成“人才

培育-以赛代练-形成品牌”的良性

发展闭环，持续优化佛山龙舟竞技生态，为

全运会等顶级赛事屡创佳绩奠定坚实基

础。俱乐部还积极与专业运动康复机构、

三甲医院合作，让运动医学为运动员健

康保驾护航，全方位提升训练科学性与

竞技表现。

专业运作树立标杆。两大俱乐部的运

动员多次入选国家队阵容并交流至其他兄弟

队伍出征各大赛场。在与全球顶尖龙舟队的较

量中，不仅展现了中国龙舟的实力，更将佛山龙舟的

名号远播海外，成为中国龙舟竞技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

行业标杆，引领本地龙舟竞技水平不断提升。

综上，深厚的群众基础与丰富的赛事体系、专业龙舟俱

乐部的引领以及政府企业的大力支持，共同构成了佛山龙舟

长盛不衰的成功密码。这些宝贵经验不仅推动了佛山龙舟运

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其他地区发展龙舟文化、开展龙舟运动

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报讯 全景内蒙古———夏搏激流·“中

国体育彩票杯”内蒙古第十八届环多伦湖公路

自行车赛日前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鸣枪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车队、140余名选手疾驰

赛道，点燃63公里环湖赛道的速度与激情。

湖光山色，风景旖旎，赛道巧妙串联起辽

阔的草原、澄澈的湖水与起伏的丘陵，选手们

在风驰电掣间将“湖光山色、草浪云影”的塞外

美景尽收眼底。赛事设有男子精英组、男子大

众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设置多个冲刺点与爬

坡点，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耐力与战术

智慧。

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自2007年夏季开

始每年举办一届，旨在以公路自行车赛事为载

体，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经过几年的

精心运作，环湖赛进一步打响“全景多伦、全季

体验”旅游新格局，已成为宣传美丽锡林郭勒

大草原的新名片，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黄璐超）

本报讯 四川茂县日前举行“大美阿坝杯”棍

网球邀请赛。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

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济南、哈尔滨、成都、泸州及

阿坝州本土藏羌青少年球队等十余支代表队同场

竞技。除冠亚季军获颁奖授牌外，所有参赛者均获

得参赛证书。首场对阵中，来自本土球队的茂县羌

族少年奋力扑救创造反击良机，球队成员默契协

防化解危机的精彩场面，赢得全场的掌声与欢呼。

现场观众与队员、教练们热烈互动，共同感受赛事

激情与文化魅力。

本次赛事由四川省棒垒曲棍球协会指导，茂

县人民政府、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主办。作为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U18组别棍网球比

赛，本次赛事创新采用“白天比赛-夜宿羌寨-特色

研学”模式，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体育竞技舞台，

更是一场集民族交流、文旅赋能与体育精神于一体

的标志性盛会。

为更好发挥赛事带动效应，本次赛事特设“民

族体育文化研学驿站”，组织队员在古羌寨非遗工

坊体验羌绣球网制作。比赛期间，主办方在茂县中

国古羌城安排官寨城门灯光秀、羌族特色演出、藏

羌篝火晚会等研学活动。赛后，运动员们还可前往

九寨沟、松潘古城等地深度研学，品味藏羌特色美

食，探秘川西绝美胜景。

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既是成都世运

会的前奏，预热即将闪耀世运舞台的棍网球运动，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也是民族融合的鲜活样

本，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愿景绽放新的光

芒；更是阿坝州“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典

范，为“天下九寨沟·大美阿坝州”及“云上古羌·清

凉茂县”的品牌注入活力。 （李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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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届全民健身大赛激活民族体育基因 淄博体彩“电音巴士”圈粉年轻人

李世超

淄博体彩“电音巴士·嗨Fun

世俱杯”活动日前收官，那辆闪着

霓虹灯光的移动派巴士，至今还在

年轻人的社交媒体上循环播放。

由山东体彩淄博分中心打造的

“电音巴士”车顶的激光矩阵随着DJ

打碟的节奏变换光影，车窗上贴满

“中国体育彩票”的荧光logo。巴士

招手即停的随性设定，吸引了无数

年轻人热情奔赴，上车后，会立即被

动感的音乐和欢乐的人群包围，接

过荧光棒，不由得跟着大家一起舞

动起来……这辆巴士不仅带来了嗨

翻全城的快乐，更悄悄完成了一次

体彩公益责任的年轻化表达，击中

了无数年轻人的内心，让快乐和新

鲜感，都有了出口。

当乘客沉醉在音乐与舞蹈中

时，体彩的工作人员也在悄然行

动。他们一边热情地为大家递上

免费的荧光棒，一边温柔提醒

着：“购彩要理性，快乐才更持久

哦。”车上专门设置了体彩公益

责任展示区。通过生动有趣的画

面，展示理性购彩、反诈、保护未

成年人等责任彩票内容。连续两

天从外地赶来登上电音巴士的

“00后”小孙说：“第一次觉得体

彩这么潮！既能跟着电音摇，又

能通过买彩票为公益出份力，下

次活动我还来当‘显眼包’！”

当这辆巴士到达驻停点时，车

外的互动游戏区也成市民的“快乐

补给站”，从足球射门对决到爆笑

吃瓜大赛，从手气比拼到默契考

验，每一款都让参与者秒变游戏达

人。快乐猜歌名的环节更是把气氛

推向顶点，参与的市民简直是在

“神仙打架”，当DJ刚刚放出半句

旋律时，甚至只是几个标志性的鼓

点，人群中就瞬间炸开锅，抢答声

此起彼伏，有人激动得手舞足蹈，

有人懊恼地拍大腿，还有的朋友顺

着旋律接唱起来，引爆全场的掌

声。市民们参与的热情，让小小的

游戏区秒变星光大道，而体彩精心

准备的乐小星公仔、大乐透体验

券、晴雨伞、拉拉巾等礼品，则成了

这场全民K歌大赛的“冠军奖杯”。

此次“电音巴士·嗨Fun世俱

杯”活动，是体育彩票与Z世代的

一次精准对话，电音巴士通过将潮

流元素与公益责任深度结合，打破

了传统印象中体彩与年轻人之间

的隔阂。那些在互动游戏里为公益

细节驻足的身影，证明责任理念不

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能融进欢笑

里的温度。

淄博体彩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继续创新活动形式与内容，持

续推动责任彩票理念的广泛传播，

让公益的种子在年轻群体中生根

发芽，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

断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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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队运作 造就王牌之师

本报讯 2025年湖北省“体教

融合杯”青少年体育夏令营（武汉

站）7月14日在中国车谷·武汉体

育中心开营，吸引了来自湖北省17

个地市州的近300名青少年参加。

本站夏令营为期7天，旨在引

导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和

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夏令营由各市

州按照“文体双优”原则，择优选拔

具有体育运动基础和体育运动发

展潜质的4至5年级在校学生参加。

夏令营设有包括击剑、网球、

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攀岩、武术

等7个项目专项训练。此外，还开设

了丰富的体育教育实践活动。在训

练之余，营员们将前往中国车谷展

示中心开启车谷车企文化之旅，设

置有猛士汽车模型手工课、参观省

博物馆、军运会文化展陈馆、红色

观影等环节，将体育与思政、人文、

科技等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全方位

展示车谷科技活力、荆楚文化魅

力，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本站夏令营由湖北省体育局、

湖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武汉市体

育局、武汉市教育局承办，武汉经

开区文化和旅游局、武汉经开区教

育局协办。

（邹 丽）

湖北省青少年体育夏令营武汉站开营

周罗希

云南省第一届全民健身大赛（三赛区）日前在

保山腾冲举行。保山、临沧、德宏、怒江等地共派出

370余名运动员，在乒乓球、气排球、民族健身操、

健身气功、篮球、足球、象棋、羽毛球、门球、射弩十

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

赛场上，傈僳族选手李振兴屏息凝神，竹箭离弦

的锐响划破空气。他手中那柄傈僳族祖传木弩重逾3

公斤，每一次抬平弩身瞄准靶位都需调动全身臂力。

20米外的靶标上方，一枚红色示风旗猎猎作响，选手

们正依据旗幅飘动幅度，精准测算风向对箭轨的扰

动。来自腾冲明光镇自治村的李永果已有十年“弩

龄”，平常就是村寨里的冠军。他说，“村里靶场每周

都有活动，每个月还有和附近村寨的交流赛，但是这

种省级比赛是第一次参加，很荣幸可以代表保山出

战。”

在古代，弩是谋生、狩猎的工具，也是抵御外敌

的武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射

弩逐渐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深受苗族、彝

族、傈僳族、阿昌族等群众的喜爱。如今在云南省德

宏州、保山市、怒江州等地，傈僳族村寨大都建有射

弩场，村村寨寨每月都会举办交流赛，在靶纸上续写

“力与准”的族群记忆。

射弩这项源于苗族、傈僳族千年狩猎技艺的传

统运动能从村寨靶场走向省级舞台，得益于云南省

第一届全民健身大赛独创的“3+6+N”赛制基因。以3

项省级统办项目（乒乓球、气排球、民族健身操）筑牢

全民根基，6项赛区自选项目（在羽毛球、网球、飞盘、

门球、体育舞蹈、定向、陀螺、射弩、足球、篮球、轮滑、

激光跑、健身气功、柔力球、模型中自选6个项目）激

活地域特色，N项基层自主创编项目释放民间智慧。

各赛区、各州市结合具体情况设置丰富的比赛项目，

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体育健身需求，将群众喜闻乐

见的省级比赛送到群众家门口，更为民族聚集区群

众提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省级大赛展示舞台，让群

众走出家门就能参赛、能观赛，营造“全民健身全民

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腾冲这座“极边第一城”，“体育让城市更有活

力”的理念让全民健身的健康生活方式深植于火山

热土之上。近年来，全市建成登山步道110公里、骑行

步道363公里，乡镇灯光篮球场15个，自然村篮球场

项目467个，购置安装健身路径616条，城市社区“15

分钟”全民健身活动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全市

69.4万人口中经常性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三分之

一，人均占有体育场地达2.78平方米，健康生活理念

深入人心，全民健身意识普遍增强。如今，从高黎贡

超级山径赛吸引多国选手挑战极限到腾冲马拉松年

年创下万人参赛记录，全民健身的基因早已镌刻进

腾冲的城市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