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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工湖到“一江一河”

申城“水赛道”缘何越来越“香”
上海滨江沿海，是一座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市。而

在近些年里，申城围绕“水”这一字做体育文章的案例正明显
增加。利用好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筑起人气与口碑双赢的

“水赛道”——这已成为上海迈向世界体育名城道路上的一
张好牌。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奔赴晚报杯
“盛夏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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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
排球热起来

本报记者 丁荣

6月21日，由市社体（竞赛）中心、市体育总
会联合主办的“2023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赛
事活动标准化沙龙主题活动”在宝山区阅江汇
9楼举行，全市41家体育社会组织与办赛主体
负责人参与活动。

此次沙龙活动旨在搭建本市项目协会与城
市业余联赛办赛主体间沟通互助的桥梁，推动
城市业余联赛标准化、规范化办赛。市社体（竞
赛）中心副主任季锋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推动了
市级项目协会进一步践行标准化办赛，同时也
是提升城市业余联赛办赛主体能力的有力举
措。他希望各市级项目协会能够与城市业余联
赛的办赛主体通过沙龙活动相互交流学习，交
流资源与意见，提升办赛能力，实现资源共享，
进一步丰富城市业余联赛的办赛资源，并通过
沟通互相理解，换位思考，齐心协力共同办出更
高质量比赛。

市社体（竞赛）中心赛事活动部主任邢建

平、市体育总会副秘书长、市社体（竞赛）中心基
层指导部主任夏静莺、市羽毛球协会秘书长钮佳
平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此次沙龙活动，还特意增设了分组讨论环
节，以项目为划分依据，将各项目协会与办赛主
体分成了不同的讨论交流小组。建立了协会与
办赛主体良性的沟通机制。项目协会在向办赛
主体传递办赛要求和底线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
的协会资源和赛事服务。实现了项目协会与办
赛主体双赢发展的新局面。

为了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赛
事活动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等
文件精神，市社体（竞赛）中心会同市体育总会，
自2020年起，就积极探索体育社会组织标准化
建设工作。目前已制定了一套《办赛指南》和《参
赛指引》示范性文本，并推动本市足球、篮球、乒
乓球、羽毛球、飞镖等21家体育项目协会编制并
发布了《办赛指南》和《参赛指引》。市级项目协
会覆盖率达30%。按照计划，这项工作将于2024
年底实现市级项目协会全覆盖。

本报记者 丁荣

6月19日，瑞棕飘香的时节，2023东南省
市信鸽联谊会暨信鸽运动发展论坛在上海扬
子江丽笙酒店召开，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信
鸽协会和信鸽产业的代表齐聚申城，共商信
鸽运动发展大计。

本次大会由中
国信鸽协会指导，上
海市信鸽协会、上海
市体育发展基金会
主办。上海市体育
局党组成员、一级巡
视员赵光圣，中国信
鸽协会主席邢小泉
等领导和嘉宾出席
大会。

上海市信鸽协
会会长张雷做了大
会主题发言，深刻分
析了本市信鸽行业
的现状和挑战。“我们要坚持精准定位，规范
市场秩序，有序引导，在信鸽产业规划和改革
中推陈出新。要坚持信鸽赛事的公平、公开、
公正性，提高上海信鸽运动竞技水平，为上海
市信鸽运动的高质量发展开创新的工作局
面。”

“变，是必然的；不变，是相对的。”中国信

鸽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信鸽协会荣誉会长张惠
民深刻剖析了上海信鸽运动破局瓶颈的路径：
要复兴上海信鸽，首先要恢复上海信鸽人的精
神心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树立高度的会员
自尊心和自信心，铸牢上海信鸽发展的团体意
识，形成全体会员共襄上海信鸽复兴事业的生
动局面。

来自安徽、江苏、山
东、四川等省的信鸽协
会代表做正式发言。下
午各省市代表以及信鸽
产业领域的代表们进行
了自由交流发言，交流
经验，畅想未来。

中国信鸽协会主席
邢小泉做总结发言，他
就全国信鸽运动发展的
形势和特点，做了深入
阐述和分析，支持、鼓励
各地信鸽协会推陈出
新，不断探索新路径。

把脉上海信鸽运动的发展，他建议要进一步发
挥“东南省市信鸽联谊会”的平台作用，促进东
南地区信鸽运动的交流与合作，探索长三角地
区共用的公棚模式，为上海信鸽运动发展腾挪
出更多的空间。要进一步通过走进校园、兴趣
启蒙等方式，加大力度培养青少年和青年会
员，让上海信鸽运动后继有人。

2023东南省市信鸽联谊会上海举行

翱翔展宏图“翼”起向未来

上海推动标准化、规范化办业余联赛

搭建单项协会与办赛主体桥梁

上海市信鸽协会会长张雷做大会主题发言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里，
设于滴水湖、美兰湖、顾村公园、东方
体育中心内的水上运动中心，都迎来
了一波接待客流的高峰。而在更以水
资源闻名的淀山湖，那儿更是白帆点
点已成景。另外，还有与端午节绝配
的赛龙舟，在这个6月的多半时间里，
从人工湖到苏州河，再到更多天然水
域，申城的龙舟热度可谓是你方唱罢
我登场。

上海“水舞台”上的体育元素，或
者直接称其为“水赛道”，正在一片好
景中奔向更明媚的前途。

“得益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两岸
贯通，也得益于上海赛艇公开赛在苏
州河上的成功举办，我们在水上办体
育赛事的条件是越来越成熟了。对很
多办赛主体来说，在江上和河上办赛
事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
点。上海赛艇公开赛办起来后，很多
个区都意识到在水上做文章、做体育
的文章，这是一条很有发展前景的体
育新赛道。我个人觉得，在不久的将
来，上海水系上的体育赛事元素和新
玩法会越来越多。”在上周五参加

2024上海帆船公开赛的预热发布会
时，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透露
了申城“水赛道”如今的吃香程度。

创办于2021年、已拥有两届成功
举办经验的上海赛艇公开赛（简称“上
艇”），凭借其定址苏州河上的大手笔
场地选择，以及同时面向专业组和大
众组的包容性设项，成为申城高颜值、
高口碑的体育新名片之一。而据记者
从2024上海帆船公开赛预热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情况，已定址黄浦江黄金
段（从黄浦江虹口段至浦东陆家嘴段）
的它，既是“上马”和“上艇”的姊妹赛
事，也是申城自主品牌赛事阵营中的
新成员。待明年三四月份（具体赛期
尚未确定）举办时，上海帆船公开赛将
为大家带来又一幕专业竞技与大众嘉
年华同乐的盛景。

近些年，申城围绕“水”这一字做
体育文章的案例正明显增加。从“闲
人免入”到尝试办赛、办活动，上海在
对水资源利用上迈出的这一步，既为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运动
需求提供了方便，也让上海在迈向世
界体育名城的道路上多了一张好牌。

在体育运动的大家庭中，与水相
关的项目有不少，其中知名度和参与
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游泳。不过，同样
是在水中进行的项目，桨板、皮划艇、
赛艇等都市新宠，其开展的硬件条件
却是大不同的——干净而丰沛的江河
湖泊是其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最近这阵子，苏州河上可说是体
育好戏连台。在苏州河中远两湾城·
梦清园水域，有2023中国龙舟公开赛
（上海·普陀站）暨第十九届上海苏州
河城市龙舟国际邀请赛；在苏州河静
安段，有2023“苏河湾”上海桨板公开

赛。从治水到亲水，再到赛事“入水”，
在这一步步的转变中，体育也见证了
上海水系治理与城市更新的进步，并
从中受益。

以正被越来越多办赛主体看好的
苏州河为例，从黑臭严重到水清岸绿，
这条母亲河见证了上海城市的更新和
发展，成为上海治水成效的集中体现
和典型示范。在达成“水变清”的目标
后，苏州河沿岸还辟通断点，新建滨河

“绿道”，实现了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
基本贯通，为让市民们提供了亲水和

“入水”的硬件基础。

“不光是黄浦江、苏州河，连我家门
前那条小河浜也变干净了。如果各方
面条件符合的话，据说以后那里也有可
能开展一点水上项目。”受惠于“一江一
河”的治理与提升，申城市民在家门口
拥有了更多参与水上运动的可能。

如果一项赛事或活动的关注群体
仅仅是参与者，那显然是不完整的，观
众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甚至能给出点睛
一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较城市中心
的水系里办比赛，除了景观颜值外，很
明显的一点长处就是——便于观众观
赛，也更容易吸引到路人粉丝。

目前，上海、杭州、苏州、成都等多
座大城市都在展开都市水上运动项目
的布局。现在业内普遍认同，在有序
开放良好的自然水域进行水上运动，
这既是惠及民生的好事，也为河道共
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新模式。

水系治理城市更新

为“入水”创造硬件基础

珠玉在前促成新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