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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体育

场外音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

申城

周末的攀岩主义攀岩馆中，前来训练

或者消遣娱乐的攀岩爱好者络绎不绝。攀

岩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如今正受到越

来越多青少年以及白领的喜欢。

动手动脚动脑
10米高的岩壁上，错落分布着无数个

彩色的凸起小点，就好像调皮的孩子打翻

的颜料盘。几位攀岩者正趴伏在岩壁上，

就像科幻电影中的蜘蛛侠，有了盖世轻

功。这群攀爬者年龄都不大，一个个却颇

为老练。热身之后，在教练的指导下，穿戴

安全带与攀岩鞋，小朋友们犹如岩壁上的

小精灵，一会就登顶了。

青少年是攀岩群体中的一支生力军。

他们中，有从小就特别喜欢攀爬，被父母带

来“放电”，进而爱上攀岩运动的。也有父

母想“另辟蹊径”，寻找小众运动而找上门

来的。在现场看着女儿一次次攀爬、登

顶，陈女士不断为孩子加油，她告诉记者：

“攀岩就是在一次次掉落中向上的。”她笑

言，失败多了，以前爱哭的女儿也不怎么爱

哭了，“是攀岩塑造了她的坚韧”。

在陈女士看来，攀岩不光要手脚协调，

更要用脑子。她说：“你会用脑子去记路线

去记岩点，然后思考怎么去爬最省力——其

实是智力和体力的结合。在岩壁上，遇到任

何挫折困难都需要自己思考、立即解决，这

也让孩子能从小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

攀岩主义攀岩馆成立于2010年，已经累

积下不少铁杆粉丝。值得一提的是，攀岩主

义攀岩馆已与上外静小、浦东新区二少体攀

岩队建立训练合作关系。目前，少体校训

练队共有79人，俱乐部训练队55人，学校

合作兴趣班120人，长期在攀岩馆进行训

练。将青少年攀岩训练标准化、体系化与

专业化，致力于训练、选拔、输送优秀体育

后备人才，在攀岩这个项目上，上海正走出

一条社会办训、体教融合的全新赛道。

更高更快更强
攀岩在上海有多热？用一组数据就能

看得出。3年前，全市攀岩馆的数量不足

40家，而就在去年一年间，新增的就有三

十多家——就在攀岩主义方圆一公里内，

就有5家攀岩馆在营业。

工作就在周围的南京西路商圈，白领刘

小姐一周会来两次攀岩馆，“相比简单重复

的健身房撸铁，我更喜欢每一次都有不同挑

战的攀岩。”攀岩主要靠脚和腰配合发力，讲

究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很多初次攀岩

者，经常会靠手臂发力，手臂很胀，爬完一次

就爬不了第二次。而对于想要瘦身减脂的

白领而言，攀岩绝对是一项效率很高的运

动，“攀岩是全身运动，不会像健身房锻炼让

某一块肌肉很突出，而会让手臂、腰部、腿部、

背部、腹肌、三角肌都锻炼得非常好。”她笑

言，经常攀岩的朋友中，很多都是魔鬼身材。

专注，是攀岩者另一个共同的特点。

“专注于当下，这样的心无旁骛对于现在浮

躁的都市人而言，实在难得。攀岩有点类

似更激烈的冥想。”

头顶，是不同色彩对应的点标，时间一

长就有些晕眩，而如果爬到半空，看到脚下

的高度，更有可能会让初学者立马腿肚子

哆嗦，打起退堂鼓。咬紧牙关，将整个人挂

在岩壁上，很多时候，都需要几次尝试之

后，甚至屏息小小跳跃一下，才能攀上更高

一层……刘小姐坦言，当真正登顶那刻，会

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和放松感。

对于越来越“资深”的奥运会来说，攀

岩运动有着年轻的历史和年轻的参与人

群，攀岩入奥的背后正是看中了这股新鲜

血液的年轻和时尚。在城市的一角全力以

赴，挑战曾经遥不可及的顶点，以更高更快

更强为名，攀岩运动给自己一个向上的

理由。 本报记者 厉苒苒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 上海开幕前，来自

沪上各大高校和社会各行业的    名志愿

者已经上岗。自去年  月 日“国际志愿者

日”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以来，受到广泛关

注，共收到    份申请，经过多轮面试，最

终招募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  所高校   余名

学生志愿者和   余名社会志愿者。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副部长皮埃尔·弗

拉特-巴迪在志愿者上岗仪式上表示，交流

和服务是奥运会资格赛志愿者的核心内

容，在为期四天的赛事和活动期间，志愿者

们将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希望大家

在服务好赛事的同时，都交到朋友。

这两天的赛前筹备，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在色彩明艳的竞赛场馆之间流连，为整

个园区添加了许多活力。彩虹桥的主舞

台，几十个年轻人正在彩排迎客的舞蹈和

走位。上岗仪式上，志愿者代表还将自由

式小轮车、滑板、霹雳舞和攀岩四个比赛项

目结合到音乐情景说唱中，热情开朗、充满

自信满满的表达，赢得阵阵掌声。

皮埃尔 · 弗拉特-巴迪表示，国际奥委

会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其中的一站，是因为上海拥有浓厚的城市

体育文化，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几名来

自高校的志愿者都表示，有过滑板、霹雳舞

等极限运动的经历，还有的参加了学校组

建的社团，这些已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内容。期待借助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

舞台，通过志愿者的这扇窗口，让更多人感

受奥林匹克在上海的浓厚氛围，看见一座

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体育都市。

最美竞赛场馆
竞赛场地按自由式小轮车、攀岩、滑板

和霹雳舞分成四个区域，呈现浓厚的奥林

匹克氛围。据了解，整个赛场的视觉设计

都是和国际奥委会做了充分的沟通，与下

一站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形成一个整体的视

觉效果——上海站以奥运五环颜色配白色

为主，布达佩斯站是五环颜色加上黑色。

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负责本次赛事

赛场内外的视觉设计，会展集团总裁助理李

理介绍，此次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的竞

赛场馆除了霹雳舞馆为原有建筑外，其他项

目均为临时场馆，在场馆视觉上设计了多套

方案，呈现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元素的同时，

融入上海与2024年的元素。“国际奥委会的

同仁和各个国家单项协会的工作人员来到

现场后，都对我们的场馆赞不绝口，称这是

他们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场馆。”李理说。

最具挑战场地
本次赛事的滑板项目分为街式、碗池

两片场地，场地设计较为活泼、富有潮流

感，因场地大、施工难，直到最后阶段才正

式完工。“清理工作完成后，明天8时起就

将迎来为期两天的选手训练日。”滑板场馆

赛事经理谢罡透露，碗池场地难度很高，将

给选手们带来挑战，“选手训练期间，协会

会派技术人员和裁判来指导工作，会根据

运动员反馈的问题进行一些临时的调整”。

小轮车场馆赛事经理俞逸清介绍：“从

设计理念来看，自由式小轮车场地设计师、

飓风集团运动场地设计总监帕斯卡想为上

海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小轮车赛地，以符合

奥运资格系列赛高标准的要求。赛道各跳

台之间、坡道之间的距离较短，难度很高。

但对于优秀的高水平选手而言，高难度的

赛道容易让他们创造更好的成绩。”

最佳观赛体验
小轮车场地设置了三面看台，观众可

以看到选手出发的动作，将整个比赛过程

尽收眼底。俞逸清介绍：“为了不遮挡观众

视线，栏杆没有做过多装饰，希望观众都有

一个好的视角，看清楚选手在场地上旋转、

跳跃的动作。我们还设立了站立观众区，

满足更多人观赛体验。”

攀岩分为速度和抱石两个项目。攀岩

场馆赛事经理汤晨透露，速度项目更刺激，

抱石项目难度较高，“抱石比赛将同时开出

10条线路，选手根据分值进行选择”。

霹雳舞是四个项目场地中唯一一个

室内场馆，选手将在圆形舞台中央“斗

舞”。舞台采用法国的地胶和地板，附上

上海特色的地贴，做成一座富有弹性的舞

台，并邀请专业运动员进行了测试。霹雳

舞场馆赛事经理蔡辰阳介绍：“看台设计

时就考虑到每一排观众的视野，能看清运

动员的每一个脚步和任何动作。同时会

安排摄影师与观众互动，拉近观众与运动

员的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购买城市体育节门票

的观众可以进入站立观众席，观看小轮车、

滑板和攀岩三块场地的比赛。

本报记者 金雷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场地搭建完成

静候各路高手

活力窗口

越来越多青少年
爱上攀岩 “岩壁芭蕾”始终向上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将于5月16日拉开帷幕，在黄浦滨江的
世博园区，各项竞赛前期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竞赛场地均根据国际奥
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标准完成了搭建。 ◆ 金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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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板场地设计富有潮流感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自由式小轮车竞赛场地

最美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