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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海体育已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全面进入复苏阶段。 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海体育正用一波又一波的创新举措，跑出“加速

度”，为申城市民带来更多体育新体验、新服务。 《东方体育日报》每周将推出上

海体育“新闻眼”栏目，通过解读、分析、评论、综述为读者“换一种方式”看上海

体育：我是你的眼，带你领略上海体育的精彩无限。

眼 职场转型
传精神·智能化

解码上海运动员转型职场的“核心竞争力”———

体育精神从赛场传承到职场

二码合一 用“随申码”叩开群众体育之门

曾经，他们在赛场上拼搏青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如今，他们转型

人生新赛场，不忘初心跃马扬鞭。随着6月2日在崇明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的一场 “人生新赛场”2020年上海市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108名上海

运动员即将转战职场。 离开熟悉的训练场和赛场，奔向职场，运动员变

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永恒的体育精神。 在退役仪式上，上海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寄语退役运动员：“奥运精神、中华体育精神的熏陶
形成了大家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作

为优秀运动员，不断学习、拼搏奋斗的自强精神早已融入大家的骨血。

今天你们卸下战袍，华丽转身，祝你们在职场继续摘金夺银！ ”

专题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十七八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真
到了退役这一天，还是有一点失落。”
十二三岁开始游泳专业训练，从杨浦
少体校到上海游泳队，施扬的青春岁
月都是在运动队里度过的。崔登荣作
为施扬的教练，不仅教会了他如何游
泳，更重要的是帮他树立了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论是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
还是全国学生运动会，哪怕是队内的
一次测试赛，崔登荣都要求施扬“上了
场就要全力以赴！”秉承着这种体育精
神，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施扬以23秒
46的成绩打破亚运会50米蝶泳赛会纪
录夺冠，目前仍是该项纪录的保持者。
如今，退役后的施扬选择了创业，开办
了一家游泳俱乐部。退役仪式当天，不
少队友、教练问施扬，“现在俱乐部办
得怎么样？”施扬的回答依然是崔登荣
的那一句：“坚持全力以赴！”离开了教

练，但教练的教诲始终记在施扬心里。
在全力以赴经营俱乐部的两年时间
里，施扬先后和少体校、学校等多个单
位达成合作，在推广普及游泳运动的
同时，积极为上海、为国家培养输送更
多优秀的游泳后备人才。
同样是今年退役的汤露则舍不得

离开运动队这个大家庭，选择留在上
海武术队担任教练。两年前参加完天
津全运会后，汤露萌生退役的想法。在
师父刘广齐、师娘李淑红的鼓励下，作
为老将的汤露顶着伤病坚持参加了雅
加达亚运会和上海世锦赛并双双夺
冠，为自己的运动员生涯画上了一个
“全满贯”的句号。接过师父的衣钵后，
汤露感叹“养儿方知父母恩”，当好一
名教练所要付出的努力比起运动员只
多不少。未来汤露将和他的教练一起
扛起上海武术的大旗，继续培养优秀
的武术运动员。

不管在哪都坚持全力以赴
在运动场上，他们是核心人物；来

到职场上，他们依然是领军人！更多退
役运动员走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他们
传承刻苦钻研与团队精神，继续绽放
出光芒。
2016年，在恩师郎平的建议下，原

中国女排队员、中国最优秀的二传手
之一的诸韵颖决定从事青少年排球宣
传推广与普及落地工作。创业初期，诸
韵颖经历过不小的困难，但郎平指导
的“女排精神”始终支持着她。在诸韵
颖的排球俱乐部里，不少都是退役的
排球运动员，这个平台把大家团结在
了一起。在职场上，诸韵颖继续发挥
“二传手”这个灵魂位置的精神，成为
了俱乐部团队的“传动齿轮”，不仅为
俱乐部开拓市场、洽谈合作，更亲自以
教练员的身份，每周出现在训练场上，
指导团队一起训练，带青少年队伍参

加比赛。
2007年退役的原上海棒球队运

动员王慧栋目前是上海青东戒毒所康
复中心的主任。刚开始从运动员转型
到戒毒所工作，王慧栋面临的压力是
巨大的。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王慧
栋像在运动队里一样，每天给自己“加
练”：找到了许多相关书籍，利用业余
时间开始自学充电。同时，他和同事们
积极配合，发挥了自己的体育专业特
长，形成了一套广受认可与好评的
“3+2+1”的身体康复训练模式，帮助戒
毒人员舒活筋骨，调节情绪，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降低大脑的“觅药性”。对

王慧栋来说，所里的戒毒人员就如同
自己的队友一样，只要同心聚力，一定
能克服难关。

今年的退役仪式上，108名运动员
在上海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陆檩带领
下庄严宣誓：“时刻牢记相互理解、团
结一致、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大
力发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不忘初
心、拼搏奉献；积极进取、不断超越。用
实际行动践行上海体育人不变的追
求！”退役不忘“初心”，以体育精神面
对职场的新挑战，这就是上海运动员
转型职场的“核心竞争力”！

传承刻苦钻研与团队精神

职场上一样是“领军人”

当不少业务都可“一网通办”时，也许有市民要纳闷了，自己名

下的实名认证卡和实名认证码何时才能迈入联通时代呢？ 近期，上

海体育就做起了新试点，利用大数据平台共享，让“随申码”与“上

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的二维码互认互通。 在即将到来的
夏季游泳场所开放期里， 这一新举措有望在沪上更多的游泳场所

里得到推广应用。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现场测量体温的同时，还需出
示“随申码”和“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
健康承诺卡”，并进行人工填报登
记———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期间本市体育场所复工工作指引（第
二版）》，这是泳客在入场游泳前的必
经流程。
把牢入场安全关，是为防疫尽责，

也是对市民负责，但在守住这根安全
线的同时，能否用技术手段化繁就简、
让市民更便捷呢？近期，上海体育就在
这方面下了功夫，联手上海市大数据
中心，在沪上35家已开放的游泳场所
里，做起了“二码合一”的试点运行。

这里的“二码合一”，指的是利用
大数据平台共享，让“随申码”与“上海
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的二维
码互认互通，以达到简化入场流程、更

好服务市民的诉求。
游泳与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受

市民喜爱的运动项目不同，由于具有
一定危险性，所以游泳场所有实名制
入场的要求。具体到上海，从去年开
始，“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
卡”取代原先的“上海市游泳健身卡”，
不仅信息填报、验证等流程均可在手
机上远程完成，并且在进入游泳场所
时，也可通过“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
康承诺卡”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入场。

此前一个阶段，由于疫情环境下
的特殊情况，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期间本市体育场所复工工作指引

（第二版）》，市民们在进入游泳场所时
就会经历本篇第一段所描述的流程。
“入场的手续比疫情前多一点，尤

其在游泳场所，工作人员的现场工作
量增加了，但泳客的体验感却有所下
降，并且在人工填报时还容易发生错
漏。考虑到暑期游泳旺季即将来到，届
时泳客数量会明显增加，通过与上海
市大数据中心的合作，我们在5月完成
了‘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
与‘随申码’的对接工作。”上海市体育
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通过前期推广，作为“二码合一”试点
的沪上游泳场所已达到35家。

两个月，802家对外经营开放的游
泳场所，约40万场累计开放场次，累计
接待泳客890万人次⋯⋯这是上海体
育在去年夏季游泳场所开放期结束后
公布的官方数据。想要服务好如此庞
大数量的市民，既要安全为上、谨慎以
待，也要从心出发，将便捷周到落到细
节处。此番“二码合一”试点，便是上海
体育积极举措中的一项。
作为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此次派驻

上海市体育局的工作小组组长，陈晓
海告诉记者，他们已为“二码合一”试
点在后续阶段的进一步推广做好了技
术上的准备。“对广大泳客和加入试点
的游泳场所来说，‘随申码’扫码工作
的引入几乎不会增加他们的硬件成
本，都只需要通过手机就能完成。”
泳客在入场时用手机出示“随申

码”，游泳场所工作人员则通过授权的
管理员身份在“随申码”后台进行查
验，仅用几秒钟便可扫码入场。此外，
沪上部分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的游泳

场所，也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设备来方
便地进行“二码合一”的核验。
自“随申码”在本市游泳场所的试

点工作于5月试点以来，受到了试点场
所和泳客的一致好评。按照惯例，在每
年夏季游泳场所开放期启幕前的6月，
上海市游泳场所从业人员都会接受业
务培训，上海体育计划利用好这次培
训机会，进行“随申码”扫码工作的全
面推广。
“随申码”的“一码多用”，既落实

了疫情精准防控手段，可根据需要实
现对密切接触人员的快速追溯，同时
也满足泳客健康承诺卡的核验要求，
提高了入馆效率，改善了用户体验。另
据记者从市体育局处了解到的情况，
除游泳场所外，在充分保护市民个人
隐私的前提下，未来“随申码”在其他
体育场所的应用或许也有更广阔的前
景。同时，在体育配送服务与体育消费
券的派发方面，今后也会与“随申码”
有更多联动。

推广联动为游泳季蓄力

游泳入场“云”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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