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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11月举行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7月20日，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
会组委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第一次
全体会议。会议宣布，上海市第十七
届运动会将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
1月举行，同时揭晓了本届市运会以
“沪”字创意延展为主体造型的会徽和
主题口号 ——“沪”动青春“运”育未
来。上海市副市长、市运会组委会主
任陈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运动会（以下简称“市运
会”）是全市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综合
性运动会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每隔四年
举办一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市运会将在三季度陆续启动，并安排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正式开幕，希望能进一步助力恢复城市
热情、活力和信心，展示出更活力、更青
春、更健康的城市形象，成为共庆党的
二十大、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等系列大事
喜事的标志性运动盛会。

本届市运会将坚持“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以“体教融合，协同推进；以体育人，健
康成长；人才选拔，促进发展”为引导
方向，以“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动
员广泛青少年体育参与、传播海派体
育文化”为办赛目标，全面提升赛事品
质，检验上海体教融合和学校体育工
作成果，充分展示传统体校、学校体
育、社会力量办训三种模式协同发展
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成效。

会议指出，期待全力举办一届弘
扬体育精神、展现青春风采、彰显健康
活力的青少年体育盛会，让“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融入上海城市精神和品格，为上海城
市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注入新的精神
力量。赛会第一次报名将于近期启
动，第二次报名于9月初开展。大部
分比赛将于2022年11月-2023年1月
期间举办，沙滩排球等对天气有特定
要求及赛程较长的项目将提前开赛。

7月20日，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
会组委会揭晓了本届市运会以“沪”字
创意延展为主体造型的会徽和主题口
号 ——“沪”动青春“运”育未来。
“沪”是上海的简称，体现上海的

城市元素。“沪”动与互动形成谐音，青
春聚焦市运会青少年参赛主体，“沪”

动青春充分展现了市运会的动感活力
与互动交流；“运”指运动会，“运”育与
孕育形成谐音，紧扣市运会后备人才
培养的主旨，也与北京冬奥会主题口
号“一起向未来”形成呼应。

会徽以“沪”字的创意延展为造型
主体，顶部选取象征上海的白玉兰花

瓣元素结合，右侧部分造型代表青春
激扬、自信努力的青少年形象。用最
为简洁的方式将阿拉伯数字“17”和
“比心”的形状创意融合，寓意着这座
城市每个人都怀着对体育的热忱之
心，即将在第十七届市运会上登场，展
示自我风采和城市魅力。

会徽在颜色上选取多种渐变色
彩，传递融合、交流之意，市运会让上
海凸显多样魅力，展现卓越、包容的城
市精神。同时，期待青少年运动健儿
相聚于此，共同感受本届市运会的动
感节奏，激扬青春朝气和阳光活力。

第十七届市运会主题口号和会徽
征集活动经过近两个半月的发动、汇
总，共收到来自高校院所、设计公司、
设计师和热心市民的主题口号应征稿
1811条，会徽设计稿105件。经专家评
审组复选后再设计优化，最终组委会
确定了主题口号和会徽。

十七届市运会口号会徽发布

展示活力、青春、健康的城市形象

本届市运会设青少年组和高校
组。青少年组设竞赛板块和活动板
块，其中竞赛板块以奥运会、全运会、
智运会项目为引导原则，共设置36个
大项50个分项1060个竞赛小项，与往
届市运会相比，本届设项更多更全，增
加了棋牌、攀岩、滑板、冰球、短道速滑
5个大项11个分项（11个分项为：围棋、
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桥
牌、攀岩、滑板、冰球、短道速滑和三人
篮球）。表演赛项目共设4项，保留航
空模型和航海模型，增设霹雳舞、帆船
（诺卡拉级）2项。

比赛还将适当放宽非沪籍运动员

的参赛限制，原来要求2021年、2022
年连续两年参加市级锦标赛的非沪籍
运动员才能参赛，现调整为年度注册
成功即可报名参赛。

高校组以全国学生运动会大学生
项目、教育部批准的本市高校招收高
水平运动员项目，以及在学校中开展
较为普及的项目为主，全新设置甲组
（普通学生）、乙组（高水平运动员）、丙
组（高职高专学生）三个组别，培养和
选拔高校优秀体育人才。其中，甲组
设置32个大项，乙组设13个大项，丙
组设2个大项，共设置398个竞赛小
项（仅计分不计奖牌）。

青少年组将在参赛报名方面，对
各区代表团明确提出在田径、游泳、跳
水等20个重点项目上的报项要求，引
导各区加大对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
力度。在计牌计分办法上，继续保持
对三大球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的重点
扶持（三大球前三名按5金、3金、2金
计牌，其他集体球类前三名按4金、2
金、1金计牌）。相较往届，尤其加大了
对田径、游泳两个重点母项的支持，规
定田径“短跨跳”决赛达到运动员技术

等级一级或以上，游泳混合泳、长距离
有关组别破全国少儿游泳年龄组纪
录，均按双倍计牌计分办法统计成绩。

本届市运会还进一步优化奖项设
置，继续设立各区代表团团体奖牌榜、
总分榜及奥全运“突出贡献奖”，并探
索增设基础大项、重点大项学校排行
榜，促进体教融合培养人才，突出人才
输送。受上半年疫情影响，本届市运
会将进一步整合资源，与2022年度各
项目市级青少年最高级比赛合并举

办，比赛成绩可作为运动员达等级的
依据。

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千里马”能够进入一线教练“伯乐”
的视野，本届市运会将发挥科技助力
体育的优势，通过大数据、云分析等手
段，将各项目的优秀运动员选入苗子
库并进行跟踪。同时，上海市体育局
还会组织一线运动队教练员定期到现
场观赛，加强一、二、三线贯通，进一步
做好各区优秀运动员的选苗工作。

上海市运动会最早举办于 1953
年，当时称为人民体育大会。从1974
年第五届开始，市运会确定为每四年
举办一届。2012年对市运会进行了改
革，将其中的“大众组”分离出来，创办
了市民运动会。市运会和市民运动会
分别每四年举办一次，中间间隔两年。

今年是上海竞技体育的 70 周
年。70年前，上海市体育训练班在南
昌路57号成立，此后70年里，上海竞
技体育历经风雨砥砺，形成了独具上
海特色的都市型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一代代优秀运动员为祖国荣誉而战，
为上海城市增光添彩。从1984年首
次参加奥运会到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海共有运动员348人（次）参加比
赛，获得金牌24枚、银牌43、铜牌31
枚，进入项目前八名的有 235 人
（次）。上海作为南方城市还培养了三

名运动员历史性地参加了2022北京
和2018平昌两届冬奥会，这些都是彰
显上海城市的体育荣光。

下阶段，市运会组委会将结合竞
技体育70周年，开展市运会征文活
动，展现市运成长故事，凸显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发展；梳理整合全
市体育文化设施资源，创新打造“体育
博物馆之旅”，引导青少年走访参观各
类体育博物馆以及各项上海体育地
标；在上海体育博物馆开设《“沪”动青
春“运”育未来——上海市运动会七
十年主题展”》，并进行各区巡展；举办
“优秀运动员进校园”“体育宣讲团进
校园”，讲述奥全运冠军故事，掀起学
校体育新热潮；联合媒体广泛宣传，设
计制作青少年体育典型人物、集体新
闻专题、专栏等，营造青少年体育良好
发展氛围。

为安全有序开展本届市运会各项
赛事活动，组委会制定了《上海市第十
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关于赛事活动安全
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要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防控机制，各项目竞委会做到
“一赛事一方案”；明确总体要求，构

建责任体系，做到“四案齐备”，坚持
关口前移，有效应急处突，夯实联络
机制，落实经费保障；压实防控措
施，明确各项目竞委会承担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按照防疫各项要求把
好报名参赛关口，加强人员管理，做
好物资消毒，建立“熔断”机制，加强
危机应对。

设项囊括奥全运与智运
吸引更广泛青少年参与

精准引导突出输送贡献
重点扶持集体球类与母项

70载体育荣光薪火相传
文体融合弘扬体育文化

压实责任严抓疫情防控
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办赛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会徽

▲上海市副市长、市运会组委会主任
陈群（左）出席会议并讲话

视频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