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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做减法”，流程“做加法”

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VS 周瑾

今年上马的赛事官宣，

较往届晚了两个多月；今年
上马的项目设置和选手规
模， 较往届有了明显收缩；

今年上马的装备领取和起
点检录，较往届多了一些预
约与核验的流程； 今年……

对比之下的不同，还能列举
出不少，所有这些都与2020

年的特殊背景有直接关联。

而在规模 “做减法”， 流程
“做加法”的背后，2020上马
还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
事。

本报记者 章丽倩

通常，上马会在每年七八月份进
行赛事官宣，然后，组委会、跑者、志愿
者、媒体等都会进入到“预备起跑”状
态。然而，今年的情况却不同，赛事官
宣较去年足足晚了两个多月。
到底办不办、什么时候办、具体怎

么办？“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有时是赞
助商，有时是别的合作伙伴，还有的是
喜欢跑步的朋友，关注的人非常多。”
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上海东浩
兰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瑾告
诉记者，之所以让大家等了这么久，之
所以直到10月21日才官宣，这背后的
最大原因就是四个字———安全第一。

在上马的办赛理念中，安全向来
占据核心位置，但与往年有所不同的
是，在疫情尚未完全退去的情况下，这
回它被推到了最前列，成为了赛事举
办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同时，在对“安
全第一”的具体释义上，又可分为两个
方面：既要在防疫上做到安全第一，也
要在参赛上做到安全第一。

今年6月，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
内的多座城市都迎来了2020年的本地
线下第一展，国内会展业出现复苏信
号。对上马而言，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
的时间节点。
“办展会和办比赛具有一定的共

通性，都是涉及大人流的经济文化活
动。所以，先一步复苏的会展业可以成
为我们的他山之玉，再结合上马自身
的特点，就能在防疫上做得更周详。”
周瑾介绍说，从人员管理、车辆管理、
证件管理等方面入手和完善，最后他
们就制定出了适用于路跑比赛、包含
14个应用场景的防疫方案。
领取参赛装备前，需先通过官网

或APP进行预约；起点检录时，需接受
身份证件与人脸识别的核验；起点集
结区，9000名选手对应9000个点位，
保障安全距离；终点冲线后，工作人员

会为选手们递上一次性口罩……核酸
检测是最基础的一关，想要在防疫上
做到安全第一，还有大量工作需要“上
马人”和相关合作部门去共同完成。
设项少了，选手少了，但今年办赛

筹备的整体工作量只增不减。正是出
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无论是裁判、志愿
者还是其他现场工作人员，上马在这
方面的配置一点都没有较上届精简。

“虽然选手人数变成9000人，但
赛道路线还是42.195公里，分布在起
点、终点和赛道沿线的岗位还是得和
往届一样。再加上由于防疫而增加的

工作量，所以我们在筹备前期就明确，
这部分人员配置会与去年基本持平。”
周瑾介绍道。

由于徐家汇体育公园仍处建设阶
段，今年上马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终点，
位于徐汇滨江的西岸艺术中心。在道
路较开阔且有足够室内场馆作为赛后
放松区域及动线疏散的情况下，这就
为终点防疫规范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
件。另外，起跑后的第一个转弯道由金
陵东路改为路面条件更开阔的新开河
路，这也有助选手们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

2020上马会是一届非典型的上
马，“安全第一”将取代“挑战PB”（个人
最佳成绩），成为这次赛道上最响亮的
倡议。

当一名严肃跑者，还是选择成为
休闲跑者，在赛道上拼尽全力，还是选
择适度而行，这原本只是个体的选择，
但结合今年特殊的疫情背景，上马组
委会还是发出了倡议。
“对大众跑者来说，受疫情影响，

今年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训练情况应该

都没有往年理想，训练量和参赛场地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成绩也有下滑。在
这样的情况下，倡议量力而行、安全完
赛更加合情合理。”周瑾表示，这也是
组委会在确定本届赛事主体“健行申
爱，活力重燃”时的出发点。
其实，在上马线上赛的办赛过程

中，组委会已经通过规则设定，增加了
线上选手的安全系数。比如，报名线上
赛半马或全马项目的跑者，他们必须
以分次进行的方式去完成比赛，半马

项目是分两次完成，全马项目是分四
次完成。又比如，在采用五人成团制的
跑团赛中，只需在三日内依次接力完
成50公里的挑战，即可完赛。

另有一些变化则发生于赛道之
外。
往届上马，常有选手会在围观群

众和各类助威团队的热力加持下，一
不当心跑出较预期更快的配速。这类
情况多发生于比赛前半程，不过待到
后半程时，他们往往就要为冲动买单、

跑得辛苦了。此番，为减少赛道边围观
聚集的情况，往年总呼吁市民来给选
手加油的上马，这次推起了反向操作，
更推荐大家通过电视端或手机端来关
注比赛实况。

“我们仍会保留官方的音乐加油
站，但像社会团体、热心市民等，就不建
议大家相约到赛道边加油了。少聚集，
更安全。让选手们在赛道上好好地跑，
然后大家在家里好好地看比赛，这就是
对上马最好的支持了。”周瑾建议道。

从国内有马拉松赛事正式推出线
上跑，到上马线上赛启动，这中间隔了
六个月。缘何姗姗来迟？周瑾表示，这
是由于上马在对线上赛差异性与独特
性的发掘上，投入了一定的时间。
疫情在相当程度上催发了线上赛

市场，但上马线上赛却不会是昙花一

现的产物。“线上模式为上马提供了一
个新的出发点，未来，我们计划把它做
成上马的有机组成部分。”周瑾认为，
线上跑与线下赛虽都是面向跑者人
群，但在具体辐射面上还是会有所不
同。与别处的线上赛相比，上马如何打
造出自己的线上特色？“我们在差异性

和独特性上，其实有更多的考量。”
不限地域、不限人数，与路跑和音

乐APP合作、达成多媒体渠道互动，高
度还原上马赛道，并特邀沪上知名主
持人录制沪语路跑语音包，为参与线
上赛的选手提供沉浸式的参赛体
验———这是首期上马线上赛亮出的特

色。截至11月15日本期报名（含两轮）
全部结束，共有63499人次报名了个
人赛，有298支队伍报名了跑团赛。
“未来，我们希望线上赛能在互动

性上有更丰富的发掘，在差异性和独
特性上能进一步加强，要做得更有‘上
马味道’。”周瑾展望道。

今年是上马的25周岁纪念，也是
这项赛事的白金标元年。细心的跑者
应该已经发现，本届上马的全称是
“2020上海马拉松”，延续了以城市为
名的自豪，同时暂且隐去惯有的“国
际”二字———特殊背景下的上马，以灵
活变通之举，继续为路跑爱好者、为生
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带来精彩。
本届上马，没有国际特邀选手报

名。正如今年赛事主题“健行申爱，活
力重燃”所表达的那样，一切重启皆来
之不易，只有将安全置于重中之重，路
跑爱好者和市民们才能真正地为健康
奔跑，真正地用实际行动来助力恢复
城市的活力与信心。
受全球疫情形势影响，世界田联

对本年度赛事的等级认证采取“自动
保级一年”的做法。所以，即便今年上
马不会有国际特邀选手到场，完赛成
绩方面亦鼓励选手留有余力地去发
挥，明年它也将继续享有白金标荣誉。

防疫：安全第一，点对点细化到14个应用场景

参赛：安全第一，赛道内外的“非典型操作”

好宴不怕晚的线上赛 要慢慢炖出“上马味道”

那些你可能
不知道的事

特殊的25周岁纪念
特殊的白金标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