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荣

3月 19日，“碧波卫士”杨浦区游
泳场所安全教育宣传空中课堂启动仪
式在杨浦区社体管理中心举行，杨浦

区各游泳场所负责人、救生组组长参
加了活动。

杨浦区社体管理中心向与会人员
传达了近期市区两级体育部门对游泳
场馆的安全要求和一季度工作，区文

化旅游局文化执法大队和区游泳救生
协会为启动仪式揭牌，区体育局副局
长俞华出席了活动并提出了相关安全
工作要求。

“碧波卫士”空中课堂是由杨浦区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牵头，区文化旅游
局文化执法大队和区游泳救生协会共
同参与的安全宣教活动。课堂为期6
个月，将邀请医疗卫生、市场监管、游
泳救生等领域的专家授课，通过移动
互联网技术，实现培训课堂线上线下
相结合，从业者打开手机即可实现在
线学习与回看。

启动仪式当天，杨浦区中心医院
主治医师杨森为从业者上了开播第一
课《泳客入场检查与急救知识培训》。
杨森从入场检查、常见水域事故及预
防、急救知识与技能、实践操作及演练
建议四个方面，向从业者传经送宝。
他强调，泳客在进入游泳场馆前应进
行身体检查，泳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应有所了解，如果患有心脏病、高血
压、癫痫、活动性肺结核、传染性肝炎、

皮肤病、红眼病、中耳炎、感冒发烧、开
放性创伤、女性月经等，均不宜下水。
对于孩子来说，应该确认是否疲劳、有
无发烧、有无腹泻等身体不良状况，家
长应保证孩子身体健康状况无异常，
方可学习游泳。对于成年人来说，睡
眠不足、头痛、恶心、疲倦感、身体疼
痛、心律不齐、头晕或心悸、当日或是
前日有无饮酒过量及身体不适感等，
均不宜下水，防患于未然。

当前，泳池开放工作已经不仅仅
局限于夏季，安全开放工作也转向为
全年常态化的工作要求。从今年1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体育发展条
例》明确指出，体育、市场监管、文化旅
游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加
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赛事、体育
市场等监管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体
育部门应当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和场所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并
会同文化旅游、教育、公安、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建立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管协调机制，加
强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监督管理。

杨浦区体育局副局长俞华表示，
此次空中课堂的启动，是杨浦区贯彻
落实《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加强游
泳场所安全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未
来，杨浦区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创新
宣传方式，不断提高市民的游泳安全
意识和防范能力，为市民创造一个更
加安全、健康的游泳环境。

杨浦创新游泳场所安全教育宣传

空中课堂培训“碧波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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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上海苏州河半程马拉松赛——

跑进烟火里，耀动申活力！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仲春时节，草长莺飞，新一年度
的马拉松高潮已热热闹闹地开场。
昨天，上海苏州河半程马拉松赛鸣
枪起跑，参赛者们在完成 21.0975公
里挑战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以“半马
苏河”活力秀带为重点打造的普陀
新貌。

烟火气里记忆满满
今朝返故地观新貌

今年是上海苏州河半程马拉松
赛（以下简称“苏河半马”）第二年举
办，与首届相比，今年的参赛选手人
数增加了 3000名，达到 7000人规
模。更多的名额意味着有更多新朋
友的来到。

以 2小时 01分 55秒完赛的俞
庆榕，他便是苏河半马新朋友中
的一员，同时，他也是对该项赛事
的关键词“烟火气”感受较深的一
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半马比
赛。早些年，我的家和公司都在
普陀区，而且特别巧，就在距离这
次赛事终点半马苏河公园很近的
地方，大概就一公里。”数年后以
跑马拉松的方式重游故地，俞庆
榕既被唤醒了记忆，也忍不住感

慨今昔变迁。“从起点天安千树一
路跑到终点半马苏河公园，苏州
河及沿岸一带的变化都很大。老
城区转型升级，怎么转、怎么升？
新建筑和旧风貌如何融合共处？
来现场感受一下，就能深有体会
了。”

根据官方数据，在此次参赛的
7000名选手中，有 4107人是跟俞庆
榕一样的苏河半马新人。春暖花
开，马拉松项目自然升温，城市“母
亲河”苏州河成功治理后得到增强
的关注度和吸引力，上马系列赛的
天然魅力，人们越来越强的全民健
身意识……倘若要为这项赛事的热
度找寻原因，真的可以找到很多很
多。

本次比赛从普陀地标天安千树
起跑，沿途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景
观；有现代化的商业场所、地标建
筑，也有红色旧址、革命圣地。线路
设计充分展现了“半马苏河”的烟火
气和体育文化底蕴。

除了受到普通爱好者的肯定和
欢迎外，年轻的苏河半马在专业竞
技性上也孜孜以求。今年第一个
冲过终点线的埃塞俄比亚选手塔
迪力·伊梅尔，他的完赛成绩是 1小
时 02分 53秒，比去年的男子冠军

成绩 1小时 03分 46秒又
进了一步。上海东浩兰
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骏炜透露，这次
他们是特邀来了数位国
际顶级选手，“目的是想
把赛事的竞技水平往上
再提一个档次。”

耀动苏河申活力
打造优质参赛体验

对一项马拉松赛事来说，成绩
只代表了一部分，多维度、全覆盖、
快响应的保障体系和服务体验，才
更能赢得跑者的点赞和信任。

此次，875名志愿者“小马达”披
挂上阵，分布于赛事的检录、起点管
理、终点取衣服务、完赛包发放等不
同的岗位，用他们充满朝气的服务，
为跑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跑
者完成一场安全、放心的马拉松赛
事。

比赛当天，组委会共布置了21个
医疗站点，沿途设有 15辆救护车和
100余位医护人员，还确定了三家比
赛定点医院，并有200余名急救志愿
者分布于医疗站和沿途做好医疗保
障。其中，24组骑行急救队保驾护航，
在沿途医疗救护点前100米设有明显
标志，沿参赛者的跑进路线，有急救车
跟随，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协助。

作为上马系列赛中的一站，苏河
半马自首届赛事办赛以来，始终坚持
以白金标标准办赛，竭力做好各项跑
者服务工作，用最贴心的服务、最人性
化的设置，最大程度优化跑者参赛体
验，助力跑者在赛事中跑出最佳状态。

在经过 3小时 15分钟的等待
后，本届苏河半马迎来关门时刻，最
终，今年的赛事完赛率显示为
98.67%。与去年一样，本届苏河半
马依旧设有直通上马的名额：赛事
男子前 150名、女子前 100名的运动
员将获得直通2024上海马拉松的宝
贵参赛名额。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