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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苏州河区域赛
事活动的数量有所增长，虽
还远不及日均约1.5场水上
赛事活动的泰晤士河（根据
2022年数据），但距离“成为
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现
代生活示范水岸”的目标，终
是心怀笃志地前进了一步。
而即将于本周六开幕的上海
赛艇公开赛，它便是如今苏
州河体育水舞台上的执牛耳
者。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一江一河”奏出华美体育篇章

路跑、龙舟、摩托艇、桨板……在
黄浦江与苏州河，也就是近年来所称
的申城“一江一河”区域，曾有不少体
育赛事登场。在它们之中，有些是年
年见，已办出了传统，有些则是在等待
下一次的有缘再见。然而，如今聊起

“一江一河”的水环境治理，聊起那里
的水岸辉映、城市人文、体育活动以及
市民朋友们的热情入镜，2021年才创
办的上海赛艇公开赛（以下简称“上
艇”）却成了很多人心中排名数一数二
的联想。

那么，这个相对小众领域的大赛，
它到底是如何紧扣水主题、快速“出
圈”赢得口碑的呢？

谢嘉园老先生曾在苏州河虹口段
附近住了四十多年，过去两年他都和
爱好摄影的老朋友们相约，去到现场
观摩上艇。用这位上海老爷叔的话来
说，“在苏州河这么黄金的地段办这么
有观赏性的水上比赛，我的印象里这
是第一次。”

上艇不仅是一项众望所归的体育
赛事，更是城市发展与河道治理成绩
的一个绝佳展示窗口，生动诠释了“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
要理念。

比赛好看不好看，市民朋友们的
心里最是清楚，每逢上艇办赛那几日，
总在“朋友圈”里高频次出现的赛场美
图便是强力实证。实际上，将上艇视
作“一江一河”标志性赛事活动的，不
仅是“主要凭感觉”的观众们，还有一
年365天时刻心系黄浦江和苏州河的
上海市“一江一河”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一江一河办”）。

“首先，苏州河中心城区岸线有
42公里，上艇办赛时涉及到的河道是
苏州河景观性最突出的一段。第二个
方面，赛艇运动观赏性本来就高，在苏
州河相对较窄的河道条件下，市民们
站在两岸观赛，他们与各条参赛艇、与
水面的实际距离比较近，可能这又进
一步提升了观赛感受。另外，艇在水
中划进，与在‘一江一河’陆上沿线举
办的比赛相比，上艇跟苏州河的关联
度天然更高。”市一江一河办相关负责
人陈丽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正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
艇成了“一江一河”的标志性赛事。

谈及“一江一河”，有两个关键性
的时间节点：2017年底，黄浦江核心
段45公里岸线贯通；2020年底，苏州
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基本贯通。
在2021年10月下旬举办的首届上艇，
尽管它在申城数量众多的国际国内大
赛中实属年轻一辈，却是在苏州河中
心城区岸线贯通后赶上了风口浪尖的
好光景，拿到了理想的第一印象分。
这也就难怪，市民朋友们会对它印象
这么深了。

从城市徽标里的“五桅沙船”，到
城市名字与简称中的“海”和“沪”，申
城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特征始终鲜
明。之于上海，赛艇运动既是后起之
秀，又有一段时间跨度超越百年的“前
传”可叙。

1958年，上海市虹口中学组织起
了赛艇队，那会儿队伍“找感觉”的训
练地点是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界的黄
浦游泳池。“在游泳池里怎么练、怎么
划？”队员们的心里都升起了疑问。结
果等他们走入黄浦游泳池的场馆，就
看到了桨叶入水、艇身却被固定在池
边岸上的改装版训练器械。“虽然现在
讲起来是比较简陋，但在我们能真正
下水训练前，是它最早帮我们摸到了
在水的阻力下桨叶该怎么入水、划动
和出水的门道。”周应祺是彼时虹口中
学赛艇队的队员之一，后来进入上海
水产大学（现上海海洋大学）就读，成
了该校赛艇队的队长。

在赛艇运动与上海超越百年的渊
源中，上面这个泳池边的古老陆上模
拟器的片段只能说是一段插话，真正
的起点还得往更早前看去。

早在1852年，黄浦江上就举办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赛艇会。1905年，
中国第一家赛艇俱乐部——划船俱乐
部在苏州河畔成立。1956年3月，当
时的国家体委决定在上海、武汉、广州
建立划船俱乐部，上海选定龙华港口
镇为建部地址。1956年8月，上海从
全市选拔了30多名运动员在划船俱
乐部培训，他们既是上海第一批赛艇
运动员，也是新中国赛艇事业最早的
开拓者。如上种种都可印证“上海是
中国赛艇运动发源地”的这句话。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水上
赛事，来衬托上海的地域特点和文
化特质。赛艇是国际上非常主流且
历史悠久的一项水上运动，在许多
知名的体育城市、知名的体育强国

深受欢迎……我们希望每年坚持举
办，希望把这个品牌越擦越亮，让它真
正成为上海软实力的一张‘金名片’。”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曾
对上艇如此寄语道。如今看来，这项
年轻的赛事走势正佳。

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2022年上
海市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中，上
艇作为重点关注案例出现。数据显
示，参赛者对上艇高校赛艇争霸赛的
忠诚度为96.2%，现场观众对“赛事培
育上海赛艇运动文化”的认同度达到
97.0%。

去年，上艇通过增设高校赛艇争
霸赛，丰富了高校赛艇对决形式，并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实现赛艇赛事的跨圈
层传播。另外，赛事还针对现场观众
增设“摄影大赛”，通过摄影爱好者的
镜头留下了高质量的赛事内容，促进
赛艇运动项目文化推广、展示城市新
貌、丰富赛事品牌文化内涵。在多项
举措的作用下，上艇参与者的积极性
和参与感显著提升。

另外，也是从去年开始，上艇的赛
事直播升级到了卫视平台，在国内媒
体报道数量较2021年翻倍的同时，还
吸引到了更多境外媒体的聚焦，进一
步宣传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上艇开赛前，苏州河需先行封
航。参赛选手们关心封航时间，因为
都盼着能早些下水做适应性训练。赛
会工作人员对封航的挂心，则是由于
那代表了上航开幕倒计时的启动。不
过，这跟苏州河“赢”了黄浦江又有什
么关联呢？

“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
和品质提升，为以上艇为代表的各类
水上赛事活动的举办提供了一个理想
舞台。再进一步说，与仍保留航道功

能、来往货运船只繁忙的黄浦江相比，
日常仅有游船和少部分公务船只穿行
的苏州河，它具备了开展常态化文体
活动的更理想条件。

以上艇4.2公里追逐赛的河道为
例，从上游起点所在的静安国际中心
水域，到终点所在靠近外白渡桥的上
下水码头，选手们在途中会经过12道
弯和13座桥。尽管这样蜿蜒又相对
较窄的河道并非开展赛艇项目的常规
舞台，但就是凭着苏州河黄金段独一

份的体验，许多爱好者都被“圈粉”，并
生出了诸如“如果上艇不是一年才办
一次就好了”的调侃。

虽然景观性最强的这4.2公里暂
无可能更长时间地对爱好者开放，但
在苏州河的其他区段，已有一些常态
化的赛艇元素落地。比如今年上半
年，在上海市体育局、市交通委、普陀
区等方面的支持下，就有一家赛艇俱
乐部入驻了半马苏河体育公园。

“充分利用苏州河非通航水域适

度开展水上文体活动，有助于丰富苏
州河水体功能，培育沿岸配套服务产
业，从而进一步提升苏州河水岸的活
力。后续，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
创新机制，加快研究制定苏州河水上
活动常态化管理办法，为常态化、有序
化、制度化开展苏州河水上活动提供
政策保障。”市一江一河办相关负责人
陈丽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
道。

展望“体育会客厅”苏州河“赢”了黄浦江

赛事“前传”跨越百年
城市“名片”愈加闪亮

上艇缘何“出圈”

周应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