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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赛艇缘何“受宠”？

营造城市体育
水氛围“生态圈”

“上艇”设置了专业组、高校组、俱乐部组三个组别，但论起宣传力度和花样翻新程
度，高校组无疑最“受宠”。高校赛艇的打造为何如此重要呢？通过近一周的走访，记者
发现，高校赛艇不仅是校园里的那些事儿，更是上海城市体育“水氛围”中的关键一环。

在第二届“上艇”举办的整整四天
里，每日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赛艇协
会副主席、“上艇”技术代表李建新都
是在设于原划船俱乐部对岸的工作区
域内度过的。他不仅是中国赛艇界的

“老法师”，也是自“上艇”创办阶段便
在为赛事出谋划策的“上艇”见证人。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李建新很自
然地就谈到了高校赛艇对项目整体发
展、对城市体育水上运动产业发展的
重要性所在。“从项目自身到相关行
业，很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都可以经由高校赛艇板块来帮助消
化。‘上艇’对高校组和高校赛艇尤为
重视，道理就在这里，是抓住了问题的
关键。”

牛津对剑桥，哈佛对耶鲁，赛艇运
动是世界名校间争妍的一条特殊赛
道，其历史可向前追溯百年。如今，

“上艇”也有了这样的愿景：以传播赛
艇文化为己任，搭建高校组专业赛艇
赛事的交流平台。

对项目有初步了解的潜在观众，
愿意为此消费的爱好者，拥有专业素
养的教练，相关产业的从业者，以项目
为对象进行科创的人员……在李建新
看来，这些都是赛艇乃至其他水上运
动想在城市体育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的

必要元素。同时，这也是高校赛艇的
造血方向。

在去年办赛的基础上，本届“上
艇”进一步丰富了高校组板块的内容，
扩展出了“高校争霸赛”。其中，除了
有陆上划船机与苏州河实战的联动
外，还加入了各支参赛队网络加油投
票的内容。在李建新看来，这样的展
示和“吆喝”有助提升路人缘。

而在赛艇科创方面，据记者了解，
沪上高校也有所作为。比如，结合赛
艇爱好与自身专业，同济大学赛艇队
的成员们可说是各显神通，近年来已
有不少奖项斩获。在今年举办的第
24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
国总决赛（线上）中，划船器智能辅助
训练系统团队项目进入全国决赛，获
得全国二等奖。又比如，在2020年举
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中，由该校赛艇队成
员参与的“赛艇静水训练专用桨叶研
发”和“赛艇信息平台设计与实现”，分
别获得本科生创意设计组金奖和本专
科生创意设计组铜奖。

当科创成果走入实际运用场景，
当赛艇种子扎入城市体育土壤，大家
对它们的未来便能生出更多样的期待
了。

“老法师”指路
真不止校园里那些事

大学毕业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
节点，却未必是赛艇爱好的终点。从
去年的拉拉队成员，到如今“上艇”俱
乐部组的参赛选手，胡开丰、卜丹亚以
及他们另外几位校友的故事，也让人
感受到了高校赛艇的长续航能量。

举着醒目的“同济加油”助威
牌，喊着声势不弱的鼓劲口号，来自
同济大学的一支观赛小队兼拉拉队
吸引到了不少观赛市民的关注。再
稍多观察，记者发现他们不仅在为
自家校队加油，也在为俱乐部组的
一支队伍鼓劲。“这是我们的校友
队，里面的选手基本都曾是校队成
员，这回他们参加了俱乐部组的比
赛。”同济大学体育部党委副书记、
校赛艇队领队叶宇说，去年“上艇”

举办时，这些毕业校友一边张罗着
为学弟学妹们加油，一边就在盼着
下回有机会定要参赛。

在同济的这支校友队里，胡开丰
是主要发起人，并且在他与同济、与
赛艇的过往经历中，如此“初代见证
者”的角色早已不是初次扮演。“2017
年同济赛艇队刚建立时，我是第一批
队员，一直练到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后最初的一年半，因为没了队伍、没
了队友，赛艇氛围一下子淡了，所以
几乎有一年半时间没碰赛艇。后来
想想，就这么放弃爱好实在舍不得，
而且还有不少毕业队员也是类似的
情况，所以我们就渐渐建起了同济赛
艇校友会。”

如今的胡开丰在完成日常工作之

余，也会琢磨如何把赛艇运动“推销”
给身边更多的同事。在他看来，比起
篮球、羽毛球这些传统大项来，赛艇在
职工体育中固然还很小众，“但只要能
把自己喜欢的运动介绍出去，只要能
每多吸引到一个人，就是一份收获
感。我愿意来当这个星星之火。”

这支校友队里的卜丹亚，她则是
将自己的赛艇爱好从大学校园一路延
续到了工作岗位上。去年毕业的她，
如今是沪上一所国际学校素质教育部
赛艇项目组的工作人员。“我大学时学
的是传媒，因为有了这段加入校赛艇
队的经历，所以我在进入职场时有了
更复合的选择。”卜丹亚现在的具体工
作，是在国际学校的赛艇项目组里负
责策划和宣传。

同济赛艇校友会被建起来后，会
内的毕业人士便开始相约训练了。通
常，他们会将周六上午的6点至8点
定为合训时间。“这也是延续了我们大
学校队时清晨5点半训练的传统。我
们中住得最远的校友，可能4点就要
从家里出发了。”胡开丰介绍道。

从观众变校友队选手
毕业后成了星星之火

在为报道“上艇”做准备的过程
中，记者认识了两位虽无法到现场观
赛却对“上艇”格外关注的人。他们就
是因校赛艇队经历而成为行业生力军
的周硕和任玉龙。

当“上艇”的选手们在苏州河上破
浪挺进时，在距离比赛现场约75公里
远的滴水湖水域的春琏河边，四个月
前刚大学毕业、踏入职场的周硕正处
于一周中最忙碌的两天。

在喜欢上赛艇前，大学时就读于
上海海洋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
周硕可不会想到，自己一毕业就会参
与到一家桨板俱乐部的创建过程中，
并成为俱乐部的业务负责人。“我现在
的工作等于是把爱好和专业结合到了
一起。因为拥有赛艇基础，可以触类
旁通，所以我在水上运动业务的开展
上，就比别人多了一些优势。”

据了解，上海海洋大学是临港新

片区的产教融合基地。如今，不仅是
周硕凭着赛艇所长对口就业，还有更
多他校队的学弟学妹也在有所尝试。

“就今年暑假的时候，还有人到我所在
的这家俱乐部来实习。因为跟兴趣关
联，所以他们显得更专业也更有干
劲。”

任玉龙，他与苏州河赛道的距离
则相隔更远。目前，他正以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体育部教师的身份，参与该
校仙溪校区水上运动基地的建设工
作。

与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开展情况相
比，国内大众对以赛艇为代表的水上
运动的接触起步较晚。市场虽新，如
今却有了星星之火。当越来越多拥有
赛艇素养的学子由校园走上社会后，
他们不仅会成为这片舞台上的新鲜血
液，同时也会以自身之能力，进一步造
血。

他们无法来现场
却是水上行业生力军

高校赛艇队，藏龙卧虎处。高校
赛艇队的成员们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展
身手，甚至还将这份爱好带到了毕业
后的工作岗位上，一定程度上确实应
了那句“名师出高徒”。

如果将目前沪上开展赛艇项目
的高校队的主教练们请到一块儿，
这妥妥的就是一套“国字号”阵容。
同济大学赛艇队主教练周意男、上
海海洋大学赛艇队主教练孙健、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赛艇队主教练
何翌，他们都曾是中国国家赛艇队
的运动员，并在赛场上获得过许多
优异成绩。

当竞技体育中的佼佼者们从赛场
进入大学校园，他们既为学子们带去
了专业的学习条件，同时也完成了自
身的角色转换。如此专业与业余之间
的有效连通，它所带来的成果自然是
双赢。

专业与业余“破壁”
名师高徒互助益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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