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体育拥抱生活
更多场景“一举数得”

一个喜欢运动健身的市民，在双
休日及其他业余时间里，他或者她往
往还扮演着多重角色。也许是负责接
送孩子上兴趣班的家长，也许是喜欢
跟朋友聚会娱乐的潇洒一族，总之角
色越多，想要兼顾好的难度也就会大
一些，有时还不得不做一点取舍。但
是，去年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对“体育+
商业”、“体育+亲子”等跨场景模式的
发掘，却是给申城全民健身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更多灵感。

虽然今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的
招投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但不少想
成为承办单位的社会体育组织和涉
体企业都已经将跨场景模式纳入到
计划方案中。“利用这种跨场景模式
来办比赛和活动，明显的一点好处就
是能给既想运动又得带娃的家长减
负，进一步为欢迎他们来参赛减少了
障碍。”一家涉体企业的负责人介绍
道。

将比赛和活动办在商圈里，既能
为一部分在商圈儿童培训机构外“陪
读”的家长提供参与便利，也能让他们
很快地转场到餐厅、购物场所等日常
生活场景，达成一站式的体验———这
就是“体育+亲子”、“体育+商业”所带
来的便利。此外，这种跨场景模式还可
被与更多元素结合起来，形成“1+1＞
2”的效应。

牵头长三角办赛
八仙过海各有招

与往届相比，今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最显著的升级就是———项目设置
由三大板块扩容至五大板块。除了原
有的联赛项目、品牌赛事活动、系列赛
外，还新增了线上赛事和长三角赛事。
长三角一体化是国家战略，以体育的
方式来联动长三角，这又会怎样开展
呢？其实，上海在“内因”与“外因”两方
面都具备了比较好的办赛条件。
先说“外因”，那就是地缘因素。被

纳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青浦，即
便是在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年，也还

是举办了不少辐射长三角地区的体育
赛事与活动。而位于城市西北角的上
海市民体育公园·足球公园，在从新开
园到逐步上轨的这一年里，足球公园
共计接待市民及体育爱好者超过12万
人次，成功举办超过300场次的各类
赛事———其中就包括不少来自于太
仓、昆山等长三角地区的体育爱好者。
那么，只有与其他城市接壤的几

个区才能参与到新一年城市业余联赛
的长三角赛事中吗？答案并非如此。以
地处市中心的黄浦区为例，由于辖区
内有许多业务覆盖长三角的企业，所
以即便在地缘因素上与外不接壤，但
这些愿意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的企
业本就是一股天然助力。

业余积分受青睐
既有排名也实惠

从竞技体育中汲取灵感，然后化
为自身所用，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果。
比如，此前已在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中
亮相的积分制，就有可能于今年迎来
升级。

在之前城市业余联赛的项目联赛
板块中，10个项目已基本形成了规范
的赛事积分制和运动员积分制的联赛
模式。不过，在做与城市业余联赛紧贴
的积分制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也兼顾
长期的业余积分呢？从上海市网球协
会的办赛实例来看，这一点是可行的，
并且受到了许多爱好者的肯定。而上
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戴富祺提出的想法则是，希望之后有
机会能将他们刚推出的业余篮球百强
榜与城市业余联赛结合起来，让参赛
者们在得到更多体验感的同时，也可
以通过好的排名享受到比如优惠预订
场地等实惠。
当然，具体到推进与落实，组委会

后续将编印《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工作指南》，从项目承办办法、资金
扶持办法、信息化平台使用指南、联赛
绩效评估、赛事活动安全等方面对办
赛单位给予指导，建立更加科学的机
制，以求让城市业余联赛更规范、更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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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不减青少?体育周末营人气

让青少年在运动中感受温暖
上海体院发布

《2021?中国健身趋势》

2020年12月28日，上海体育学院
发布《2021年中国健身趋势》。2021年
排名前20位的中国健身趋势分别为减
重运动、健康饮食、运动与健康从业人
士培训与认证、青少年体育、有氧健
身、核心训练、私人训练、功能性健身、
健康指导、健身专业人士的许可、运动
损伤预防与康复、自由负重力量训练、
户外活动、运动即良医、雇用认证健身
专业人士、自重训练、健身结果测量、
生活方式医学、小团体私人训练、移动
设备运动App。调查结果表明，不同人
群的健身趋势存在共性与区别，相同
的健身趋势为健康饮食、健康指导、私
人训练、功能性健身、有氧健身和核心
训练。“十四五”期间，上海体育学院将
积极推进体教融合、体医融合、产教融
合和交叉学科融合，在“健康中国”和
“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争取有更大作
为和更大贡献。

2020?“黄浦·我来赛”

分享会圆满召开

2020年12月30日，“群星聚黄浦，
闪耀体育人”2020年“黄浦·我来赛”分
享会在黄浦区体育社会组织共享空间
大厅举行。
2020年，“黄浦·我来赛”全民健身

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丰富
实践“体育+”办赛模式，丰富品牌内
涵，促进网络体育、夜间体育和节假日
体育全方位发展，首推线上培训、线上
赛事和夜间活动系列。注重区域内商
旅文体联动，赋予黄浦全民健身新能
量和新活力，努力满足广大市民多元
化健身需求，全年举办全面健身赛事
活动222场次，成功带动了线上线下近
50万人次的积极参与，提升了活动品
质，扩大了品牌效应。本次分享会上，
《Talk体育人》一书重磅发布，30位为
黄浦全民健身事业做出贡献的黄浦体
育人的故事在书中跃动闪烁，他们是
黄浦体育千万群星中的代表，虽然有
着不同的身份，却秉承着相同的使命。

上海逐渐进入寒冬，2021新?以来，气温持续走低。 虽
然今?上海受到寒潮的影响，让不少市民直呼“透心凉”，但
低温却丝毫阻挡不了青少?体育锻炼的热情。 近日，上海市
青少?体育周末营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青少?们在周末
不畏寒冬，继续坚持参与体育活动的身影也正是体育精神的
最好诠释。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在松江区洞泾镇，由上海松江区
羿麟旱地冰球俱乐部带来的旱地冰
球项目周末营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和
家长的参与。仅需一根球杆，十几个
孩子就能在场地内围成一圈，一起追
逐着小球奔跑竞技。

对于上海松江区羿麟旱地冰球
俱乐部的创始人郭雷来说，这些孩子
与其说是学员，不如说更像是她的
“孩子”。“其实我也不是专业的体育
人出生，最初接触旱地冰球，开始创
办俱乐部，是因为女儿喜欢这个项
目。”从女儿初学旱地冰球不久，为了
让女儿玩得更加开心，也让更多像女
儿一样的孩子能一起来参与旱地冰
球，郭雷就开设了这样一家俱乐部。

从最初的五个创始人，到如今仅
剩郭雷仍在坚持，上海松江区羿麟旱
地冰球俱乐部的初心就是以公益的
心态来办俱乐部，抛开盈利的目的让

更多青少年享受这个项目的快乐。
今年，本就以公益为初衷的上海松

江区羿麟旱地冰球俱乐部从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协会得到了举办2020-2021年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上海站）暨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周末营的资格，在
郭雷看来，周末营一方面与俱乐部的
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协
会的力量，让更多家长可以放心地把
孩子送到俱乐部来。
在上海松江区羿麟旱地冰球俱乐

部，孩子可以用市场上接近1/3的价格
学习旱地冰球，甚至一些家庭条件不
好的青少年可以免费参与训练。“从一
个母亲的角度来说，我相信每个青少
年都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同时，
郭雷也很感谢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协会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
了接触体育、了解体育的机会，她也相
信，体育会让青少年的成长更加美好。

“面”、“手”、“腹”，伴随着一声声
剑道口令的“气合”，20名身着剑道服
的青少年整齐划一地练习着挥剑。随
着周末营的开始，徐汇区乌鲁木齐南
路64号的上海市徐汇区第一少年业余
体育学校内，每个周日都很热闹。
虽然大部分报名周末营的都是零

基础的初学者，但一旦穿上剑道服，让
原本稚嫩的脸庞也显得刚毅了几分。
现场除了参与周末营的青少年，也能
看到许多家长在一旁观摩训练。来自
上海市剑道协会的周末营负责人陈强
介绍，这也是为了让家长更加了解剑

道教学。“剑道是一项比较注重礼仪和
规范的项目，对小朋友来说可以养成
比较好的纪律性，家长在一旁观摩的
时候也能有直观的感受。”

和许多家长一样，从闵行把女儿
送到场地后，郭爽也选择在旁边观看
孩子的训练。“从小带着孩子学过很

多体育项目，足球、击剑等项目都尝
试过，但没有一次像剑道能让他这么
专心扑在上面的。”郭爽举了个例子，
如果说叫女儿弹钢琴要追着在家跑
三圈的话，一听到要练剑道，女儿却
会乖乖站好主动完成每天教练布置
的作业。

10次的剑道课程眨眼就要结束，
但不少的营员都表示想要继续学习剑
道，在20个报名周末营的青少年中，有
12个都已经到上海市剑道协会进行了
会员注册，将继续把剑道作为体育兴
趣坚持下去。
如果说青少年体育运动，学会体

育技能是最终的果实，那么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周末营就是一次创新播种的
尝试，通过构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
共服务新体系，未来会有更多的青少
年参与体育运动，增强身体素质。

带动公益体育培训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运动

启蒙青少?体育爱好

孩子主动提出要继续练

旱地冰球

剑道

2021?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会让市民们有哪
些升级体验和新期待呢？

尽管本届赛事的招投标
工作尚未正式启动，但通
过推介会和其他采访机
会，记者还是提前了解到
了一些新气象。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跨场景跨省市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悄然“升级”

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推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