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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脉络与百姓健康韵律相通

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VS 周瑾

今年上马的完赛奖牌，

不仅有申城代表性的地标
建筑 ，还将 “42195”这串数
字融入到了奖牌的正面设
计中。 一场马拉松赛，它不
仅是 42.195公里的足下竞
速，同时还能体现人文与风
光的珠联璧合，城市脉络和
百姓康健的韵律相通 。 从
1996年到2019年，即将迎来
24周岁纪念的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会端出一盏怎样的
新杯陈酿呢？ 实在很值得期
待。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更专业，更严谨，更舒适，更受人
喜爱⋯⋯对创办于1996年的上马而
言，它一直奔走在一条日臻完善的道
路上。当今年的正赛日越发临近时，除
了如往年般的那些常规心愿外，上马
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向着国际田
联路跑白金标赛的荣誉，努力，进发！

2018年10月，国际田联着手给全
世界数量庞大的路跑赛事重新“画跑
道”：从2020年开始，受国际田联认证
的路跑赛事将由原先的金、银、铜三个
级别扩展为白金、金、银、铜四个级别。
这意味着“金标”在身多年的上马，有
了向更卓越赛事努力迈进的空间。在
2018年国际田联首次对全球赛事进行
的排名中，上马以全球第15名跻身世
界赛事之林前列，成为国内第一。
在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瑾

看来，新目标的出现是一种动力，有了
国际田联给出的新标准，他们在对赛
事进行提升、完善时，会有一个更明确
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哪种
意义上的‘变得更好’，上马的初心还
是希望能为跑者提供更专业、更细致
的服务，那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动力。”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获得“金标”认

证的路跑赛事，上马参与、见证了马拉
松热度在中国的崛起。正因有切身感
受，所以在得知国际田联将出台更高
的赛事等级标准消息时，周瑾心里倒
并不意外。“路跑比赛在近些年里的发
展很快，这说的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
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以制定一
项更高的专业标准，这也是一件顺理
成章的事。”周瑾记得很清楚，2014年
时包括上马在内，国内的金标路跑赛
事只有三项。而根据国际田联官网所
示，今年国内的金标赛事已经增加到
了12项。
相伴同行，彼此成就———在谈到

多年来赛事与跑者的相互关系时，周
瑾用上了这样一句肯定的概括。“今年
上马的主题是‘成就飞凡’。因为想体
现快速跑动的感觉，所以我们把常用
的‘非凡’写作为‘飞凡’。飞翔而起，需
有双翼，上马与支持我们的新老跑者，
就是这样一种彼此成就的关系。”

从1996年到2019年，在上马即将
迎来它“24岁”纪念之际，祝愿这项与
上海同脉动、共发展的名片赛事能在
前路上蓄力再发，更进一步。

上马的成长
与跑者彼此成就

终点还是“八万人”嘘寒问暖更贴心

与很多申城市民一样，周瑾对徐
家汇体育公园也抱有一份期待。除了
那种自家人对上海老地标的特殊情感
外，她更多的关注还是落在了上马赛
事的举办上。
素有“八万人”之称的上海体育

场，从场馆正式启用后，它便一直以赛
事终点形象出现在上马一年又一年的
路线图上。2018年伊始，上海体育场所

在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启动了改造工
程。受此影响，去年上马在设立终点时
曾有过是否要迁址的讨论，不过后来，
场地难觅，情怀难舍，上海体育场的终
点传统得以保留。而今年上马，在有了
上届赛事机动布置的经验后，组委会
更是要扬长避短，力图让选手们能在
冲线后得到更好的赛后服务。
“今年终点的赛后流线将被拉得

更长。一方面，这样做可以有效拉开选
手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避免人员积
压。另一方面，流线被拉长后，我们可
以对终点空间进行更有效地划分、利
用。”周瑾表示，从路线设计上所能体
现的城市景观，到沿途安全性上的考
虑，再到终点的冲刺氛围，作为赛事传
统终点的上海体育场具有不可取代

性，但同时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在徐
家汇体育公园处于工程期的这几年
里，他们对终点的很多布置确实也只
能“螺蛳壳里做道场”。
今年上马成功报名的选手总人数

为3.8万人，与去年持平，其中，全程马
拉松组的席位数依旧为2.5万个（与
2018年一致，较2017年少了3000个名
额）。周瑾表示，在经过去年上马的终
点“压力测试”后，他们认为在现有条
件下，2.5万人的这一全马容量确实已
呈饱和。“在综合考量过选手完赛体验
和现场安全这两方面因素后，我们决
定今年还是不对全马名额数进行变
动。以后，等徐家汇体育公园改建完
毕，等一系列条件都具备后，我们才会
做进一步的考虑。”

去年上马比赛日那天，正赶上有
一些雨水，完赛后的选手们有了较往
常更迫切的更衣需求。“通过去年的情
况，我们也感觉到，尽管终点空间有
限，还是应该更合理地把数量更多的
更衣帐篷‘嵌入’到赛后流线中去。所
以今年，我们在这点上有了改进。而且
增量这部分的帐篷，会采用化整为零
布置的方式，以避免人员拥挤。”
冲过终点线，领取奖牌，赛后放

松，找到对应的存衣车取包⋯⋯在选
手们完赛后的必经之路上，更衣帐篷
会被见缝插针地分散布置。组委会提
醒选手，如果你见着了一个几近饱和
的帐篷，别着急，再往前走走，很快就
会遇到别的选择。

上马办赛的这个星期，其实可被
称作为“马拉松周”。从周四开始，选手
们便陆陆续续领起了参赛装备，而周
五、周六两天，则还有马拉松嘉年华的
这份热闹。不过，各位请注意，今年与
上马相伴的马拉松嘉年华可是“搬家”
了———大名鼎鼎的“中华第一街”南京
路步行街就是新的活动举办地点。
说起此番“搬家”，周瑾表示，这是

他们对往届马拉松嘉年华评估后，调
整思路再出发的一次尝试。“以往，我
们体博会和领装备的地点设在上海世

博展览馆，而嘉年华就在靠近展览馆
的庆典广场。当初我们的出发点是就
近便利，营造一个整体的马拉松氛围。
但几年办下来后，我们觉得，马拉松嘉
年华还可以被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可
以起到更好的推广作用。”
马拉松嘉年华来到了南京路步行

街，这意味着会有更多普通观光客和
对上马不甚了解的市民，也走入到这
种马拉松的氛围中来。
周瑾说，将马拉松嘉年华搬到上

海最著名的地标，不仅是看中南京路

步行街上庞大的日均人流量，同时也
有赛事品牌展示与场景契合度上的考
虑。“上马是上海的城市名片赛事。上
马的选手们每年都会从南京路步行街
上跑过。所以，选在这里举办嘉年华，
也有与上马办赛历史贴得更近、与城
市脉搏贴得更近的一层意义。”
2016年，上马首次推出了马拉松

嘉年华的概念，将一天的上马节日延
展至一个周末，打造为期两天（周五和
周六）的嘉年华，为赛事增添了更多的
人文与互动元素。本次嘉年华具体地

点是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世纪广场，活
动区内不仅包含众多趣味互动游戏，
更设有专门的力量综合训练区、公益
环保推广区等，能让到此一游的跑友
和普通市民都参与其中，有所收获。
比如，将上马线路图卡通画后制

成飞行棋地图，让孩子们用下棋的方
式来了解这项赛事。又比如，嘉年华里
怎么能没有自拍墙呢？虽然比赛还没
有正式开始，但拿着相机在自拍背景
前“咔嚓”一番，也是很不错的朋友圈
照片素材。

嘉年华新思路 这次相约南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