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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全程马拉松赛，不是孤身上路
时的单挑，不是两个21公里的简单叠
加，不是根据数据模板便可推敲出结果
的演算———一些不可抗力，同样也是一
场马拉松赛天赋基因中的一部分。
昨天，上马完成了它一年一度的

冲线。从起点到终点，“高温”成为了赛
道上的一个关键词。一早7点起跑时，
气温已超过17摄氏度，而待两个多小
时后男子冠军选手完成冲线时，那会
儿的气温更是升到了约23摄氏度。
“一直没人能打破我（在2015年跑

出）的赛会纪录，所以这次，本来我是
想来刷新它的。但没想到会碰到高温
天。我想明年我会再来的，再去向这个
纪录发起冲击。”凭借2小时08分11的
发挥，上马男子组赛会纪录保持者保
罗·基普楚姆巴·罗恩杨加塔，赢得了
他在这条赛道上的又一项冠军荣誉。
虽未能达成赛前心愿，但从这个提前
许下的来年之约，还是可以看出他对
上马的钟爱。
用国内女子组冠军李芷萱的话来

说，高温天虽然是“刷成绩”的天敌，但
却也是检验赛事成熟度与可靠性的一
块试金石。“虽然状态不是很好，但很
感谢上马从开始到结束的精心服务和
保障，才帮助我克服了气候的问题。”
说到气温，李芷萱还特别提到了一个
细节，“在后程的冰站里，那些冰块都
是用包装袋装好的，这样方便每一个
选手把冰块拿在手上，就算贴近皮肤
也不会因为太冰而受刺激。”
为所有选手创造尽可能理想的参

赛条件，一直以来，这都是上马的追
求。对于高温天，组委会其实也是从得
到官方预报后便着手做了专门的应对
方案。

“组委会从5公里开始，每隔5公
里就设置一个饮水饮料站，从7.5公里
开始每隔5公里设立用水站，并且加大
了每个站点的物资供应。此外，在22
公里、29公里、33公里和37公里处加
设了冰站。在17公里到41公里的后半

段还加设了七个喷淋站。这些都是为
了防止跑者体温过高而出现伤病和危
险。”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介绍
道。
就在上马办赛的这一周里，在组

委会最后冲刺的这段时间里，其实有

一位年过七旬的国际田联官员一直在
组委会办公室出没。组委会常务副秘
书长周瑾告诉记者，这位年长的专家
其实是来对整条赛道和比赛前后的服
务进行指导的。“这是一位非常资深的
专家，也给我们提了不少有实质性帮

助的建议。这对我们未来的改善是有
启发性的。”在国际田联对全世界的路
跑赛事重新划定了标准之后，白金标
成为了新的最高办赛标准，为了向此
目标努力，上马就得从办赛的各个细
节标准上去谋求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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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马办赛的第24个年头，
但说到垃圾分类这件事，却是赛会历
史上的头一遭。为了能让来自五湖四
海的3.8万名跑者都顺利适应，上马组
委会不仅制作了图文版的须知，新增
了专门的垃圾分类志愿者，此前更是
进行过一次小型的“实战演习”。正是
在这重重努力下，在选手们的指尖，在
跑者们的足下，绿色上马顺利上路。

无论是参赛选手，还是收看了赛
事直播的观众，可能大家都会对分布
在各补给站点附近的垃圾分类池有
所印象。服务于12.5公里处能量补给
站的志愿者领队陆芸珊告诉记者，像
饮料站、饮水用水站、冰站那些服务
站点，由于不会产生湿垃圾，所以干
垃圾的收集会是那里的重点。“而像
我们能量补给站，不同的站点有不同
的侧重。比如我们这个站点，主要是
负责香蕉的发放，别的一些能量补给
站可能就是负责小黄瓜、小蛋糕、能
量胶那些。”
一旦涉及食物，就会有干湿垃圾

之别。所以，除了起点和终点，分布于
赛道沿途的八个能量补给站，可说就
是这场垃圾分类大作战中的重点了。
陆芸珊说：“这次站点旁边的干垃圾
池、湿垃圾池这些，其实都算是升级版
了，用上了金属材质，更结实好用。上
个月，在上马旗下的一场10公里精英
赛中，其实已经启动了垃圾分类的试
水，那次选手规模不到一万吧，但积累
了一些经验。”
陆芸珊虽不负责垃圾分类，但用

她的话来说，只要是上马志愿者，只要
有余力去兼顾，分布于赛道各处的
5000多名“小马达”肯定都愿意为垃圾
分类尽一份力。“不过还是要看具体岗
位，比如让忙着切香蕉和食物分发的
志愿者去兼顾垃圾，这就不太可能了。
一是不干净，第二就是大家要准备食
物、分发食物和加油，在大部分上岗的
时间里，其实都很忙。”不过，当选手们
都跑过了自己服务的站点后，在空出
手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为垃圾分类志
愿者和环卫工人们帮忙。

从号码布到完赛奖牌，再到参赛T
恤、完赛毛巾等，这些印有上马赛事标
志的周边产品，都是跑友们收藏中的
常规项。而在今年的上马，这份收藏爱
好与绿色环保、与公益项目则是有了
新的跨界联手。

八个PET塑料瓶等于一只环保抽
绳袋，13个PET塑料瓶等于一件环保雨
衣，上马组委会与3.8万名跑者联手，
在今年的赛道上推出了“上马GR计
划”———即以回收塑料瓶制成产品后
进行公益售卖的方式，来对绿色环保
进行更深度的解读。

一场数万人参加的马拉松赛，会
消耗掉大量的饮料，若不进行妥善处

理，那些一次性塑料瓶就会成为大自
然的负担。但其实，相当大部分的塑料
瓶回收工作都可以随着比赛的举办同
步进行———这也正是上马此番开展塑
料瓶回收大行动的重点所在。在昨天
比赛的起点与各个补给站点，上马组
委会都设置了“PET瓶自动回收机”，
选手们在各站点将使用过的塑料瓶交
给志愿者或者投入回收机，就是助力
了“上马GR计划”。赛后，这些被回收
的塑料瓶由组委会交到专业环保机构
手中，再变废为宝。
从被回收的塑料瓶，到包装出厂

的雨衣和抽绳袋，这其中得经过五个
步骤。第一步，对回收来的塑料瓶进行

切片、分拣和清洗；第二步，对它们进
行高温消毒，并把它们制成再生颗粒；
第三步，抽丝，即对那些材料进行熔
化，并拉丝成为纤维；第四步，先纺成
纱线，再织成布料；第五步，用这些布
料来制作环保雨衣和抽绳袋。

从2015年到2019年，“上马公益”
基金已创立五年，在众多跑友和越来
越多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它茁壮发展。
从设立慈善跑者名额，到结合赛事进
行公益售卖，再到这次与绿色事业的
联手，它的这条跑道正变得越来越
“宽”，同时也让更多跑友有机会在这
场“爱的马拉松”中献出一份力。

清晨6点出头，除了因赛事而在马
路两旁拉起的警戒线外，国际饭店前大
抵还是一派周日晨间的寻常模样。不
过，对黄旭初和黄浦区剑道运动协会的
十来位会员而言，这个早上却是不简
单———他们是众多分布于赛道沿线，有
备而来的民家助威团体中的一员。
“我们的加油点在九江路、南京西

路口。去年差了几分钟，路封了，我们
的人只好被分在了马路的两边加油。
今年吸取教训，把集合时间提前到了6
点半。我们这次参加助威的十多位会

员，住在全市各区，像我住闵行都不算
最远的，有两位会员因为怕赶不及到
位，前一天直接就住在了市区酒店。”
黄旭初说，虽然他自己并不跑马，但几
万名选手在热烈沸腾的气氛中迎面跑
来，那场面可比进影院里看大片更震
撼。“今年，我们协会里报名参赛的人，
好像比去年多了。也是受到了感染
吧。”
并非赛事的官方助威人员，却在

赛道两旁为选手们源源不断地送上加
油声和支持———这是让上马越来越有

“温度”的一道风景。
以赛道经过的黄浦区为例，在该

区体育总会和体育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的牵头下，昨天有来自22个黄浦区体
育社会组织、近700名助力者走上街
头。另外，而这也是该区组织“助力上
马”活动的第二年。类似的情况，在上
马路线经过的各区都上演着。甚至，近
几年因慕上马之名而到赛道旁观赛、
支持的普通市民越来越多，所以这些
各有组织的助威队伍不仅要踩点，比
赛当天更要提前到场占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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