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韵黄浦 璀璨申城

舞韵黄浦，璀璨申城。5月25日
至26日，为期两天的2024年中国体
育舞蹈公开系列赛（上海站）暨中国体
育舞蹈俱乐部联赛（上海站）在卢湾体
育馆盛大举行。此次大赛汇聚了来自
全国各地126支参赛队的1600余名顶
尖舞者，共襄体育舞蹈盛举。

上海市卢湾体育中心作为本次比
赛的举办地，其硬件设施在2020年进
行了全面更新，赛事舞美搭建完全参
照国际比赛标准，为选手们提供了一
流的竞技环境。据统计，本次比赛吸
引了2000余名观众到场观赛，现场氛
围热烈而激动人心。观众们对比赛和
场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观众表
示：“这里的设施一流，舞美效果令人
震撼，选手们的表演更是精彩绝伦。
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如此高水平的体
育舞蹈比赛，真是太幸运了！”

上海作为中国体育舞蹈的重要发
展地之一，已经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
会合作办赛20年。上海站作为“传

统”与“老牌”赛事的代表，凭借其丰富
的办赛经验和独特的创新活力，为中
国体育舞蹈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黄浦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沈云表
示：“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大赛的举办，
进一步提高体育舞蹈的品牌效益，提
升体育文化品质，同时也希望能够展
现上海城市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
参照欧洲杯赛制24队参赛

黄浦区第八届
八人制足球赛开赛

5月25日，2024年“南房杯”黄浦
区第四届市民运动会第八届“老凤祥
杯”八人制足球赛在卢湾体育中心足
球场揭幕。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上海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指
导，黄浦区体育局主办，上海老凤祥有
限公司冠名，黄浦区体育事业发展指
导中心承办，卢湾体育中心协办。比
赛吸引了来自全市和黄浦区广大球迷
的踊跃报名，比赛参照欧洲杯的赛制
由原先16支队伍扩大为24支，从而能
为更多的足球爱好者提供更贴心的赛
事服务。比赛通过小组赛和淘汰赛两
阶段角逐最后的冠军，冠军将代表黄
浦区参加上海市足协相关冠军联赛。

参赛者纷纷表示，赛事不仅丰富
了自身业余生活，为足球球爱好者搭
建了交流平台，通过竞赛相互学习，增
强了球员的体质，感受胜利带来的快
乐，更展示了足球运动的勃勃生机和
旺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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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的举办，让不少人重
新认识了黄浦滨江城市
公园，可能也对紧邻着赛
场区域的江南造船厂旧
址（如今的黄浦滨江滑板
极限公园）有了全新的印
象。老厂房焕新再生活
力，上海在这条道路上的
探索从未止步。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滑板、攀岩、BMX小轮车、轮滑、
旱雪跳台……作为全球超大城市中心
城区最大的滑板极限主题运动公园，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已被赋予了四
季轮转的体育服务功能。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它位于
黄浦滨江“远望号”东侧，具体所处的

“一号船坞”就是江南造船厂的旧址。
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重
要企业，被誉为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
的发祥地、产业工人的摇篮，其前身江
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办可以追溯到
1865年。1998年，江南造船厂改为公
司制企业。2008年6月，因世博会建
设和自身发展需要，它从黄浦江畔整
体搬迁至长兴岛。就此，老厂区变为
了世博浦西园区的一部分和具有历史
意义的工业旧址。

建在江南造船厂旧址上的黄浦滨

江滑板极限公园，它的总使用面积达
到约10000平方米，其中，室外部分近
8000平方米，室内部分近2000平方
米。从区域功能划分来看，该公园最
核心的是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国际
标准专业滑板竞赛场地，紧随其后的
则是轮滑区域、青少年平衡车和BMX
小轮车区域、攀岩区域。

老厂房焕新再生活力，上海在这
条道路上的探索从未止步。从曾经的
江南造船厂到后来世博浦西园区的一
部分，再到如今的黄浦滨江滑板极限
公园，这不仅是从“工业锈带”到“生活
秀带”的一次变身，也是将历史文化和
时尚体育文化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实
践。2023年，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
被市体育局评为“上海都市运动中
心”。

实际上，从上海近些年城市更新

的步伐来看，体育与工业遗址的结合
已有过多次值得被称道的实例。作为
申城第一个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产
业园区，位于宝山区的三邻桥体育文
化园，它就是建在了上海日硝保温瓶
胆厂的旧址上。该体育文化园在完成
改造工程后，于2019年5月正式开业
运营，并在之后入围上海首批都市运
动中心。三邻桥体育文化园不仅大量
利用原有的天然景观，对于场地空间
的干预亦努力减少到最小，是在因地
制宜地做了焕新利用。

另外，集文化、艺术、科技和运动
休闲于一体的松江云间粮仓，在上海
塑料机械厂旧址上诞生的虹桥·冠军
汇体育文化园，在上海第二印染厂原
址上发展出来的 X-PARK 运动基地
等，这些都是申城老厂房焕新再出发
的较成功案例。

从现场观众中的散客，到预约前
来的学生团体，在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的四个比赛日及赛事预热的近一
个月里，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着实
又刷出了一波高人气。同时，它也凭
借自身所长与历史上首站奥运会资格
系列赛形成了彼此辉映的效果。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涉及四个
项目，分别是滑板、攀岩、霹雳舞、自由
式小轮车。而在与赛场区域紧邻着的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里，与赛事配套
的四个项目的运动启蒙区同样精彩。
在运动启蒙区的专业场地上，四个项目
都设有零基础体验，专业教练会手把手
地辅导体验者进行项目初体验。另外，
结合智能运动设备，体验者还能通过VR
技术感受城市运动带来的快乐，对自己
感兴趣的项目有更多入门了解。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运动启

蒙区的负责人顾卫峰告诉记者，他们
此次活动的启动早于赛事的开幕。“在
5月初的时候就开始了。预计从5月
初到比赛结束那天（5月19日），光是
算到这里来参加校园运动启蒙专项活
动的孩子，就会覆盖黄浦区20所学校
的2000余名学生。这还没算赛事期
间每天过来的散客。”

除了手把手教学的身体力行外，
在运动启蒙区里，还有不少“动静结
合”的活动。年轻人喜爱的城市运动
舞台，当然还少不了潮流文化的助
阵。在运动启蒙区的相关活动中，潮
流文化与国潮文化、上海非遗文化有
了融合的契机，将开展针对青少年的
运动周边及衍生品设计体验活动。比
如，涉及滑板板面、BMX小轮车头盔、
攀岩岩点、街舞T恤等物品的彩绘活
动，向来都颇受小朋友们欢迎。

奥运冠军吴敏霞颁发了篮球、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五个系列赛项
目的“约战普陀”大民星奖

本报记者 丁荣

5月24日，第三届“半马苏河”运
动生活节暨2024约战盛典在普陀区
半马苏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上海市
体育局局长徐彬，普陀区委书记姜冬
冬，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东昌，副
区长王珏出席活动。

第三届“半马苏河”运动生活节在
初夏时节拉开帷幕。该活动自2022
年起由普陀区体育局发起，是迄今为
止上海市区内、苏州河滨沿岸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户外活动场次最
多、拥有中心城区最大露营场地的“运
动生活节。活动集合了美食、音乐、宠
物、KPOP等时尚潮流板块。2024年，
其内容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将在5月
25日至5月26日在半马苏河公园（光
复西路6号）进行全新的潮流运动体
验。

今年既是“约战盛典”举办的第八
年，也是“半马苏河”运动生活节的第
三年，普陀区充分利用“半马苏河”的
天然禀赋，正在打造一个经济、社会、
文旅、体育、生活各方面都高质量发展
的世界级城市滨水区。本次活动将会
场设在了半马苏河公园，活动包含

“民”星对抗赛、项目推介、颁奖典礼、
合作发布等环节，运动生活节从当天
晚上延续至整个周末，以体育为媒，让

市民们在吃、喝、玩、乐中，充分享受运
动带来的乐趣。同时，在运动中感受
苏州河河畔秀美的风光，致力于打造
苏州河河畔的高品质高颜值公共运动
空间。

倡导全民运动，让更多市民拥抱
体育是“约战普陀”举办的不变初衷。

“民”星对抗赛是约战盛典的重头戏。
活动现场，奥运冠军吴敏霞颁发了篮
球、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五个
系列赛项目的“约战普陀”大民星奖。
同时，现场还颁发了年度普陀区全民

健身金名片赛事、社会体育指导员靠
谱团队。

未来，“约战普陀”将继续依托“半
马苏河”的天然禀赋，努力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全力实现“南岸走起来、北岸
跑起来、中间划起来”的美好愿景，高
标准打造普陀的“游憩宝地”“运动胜
地”“赛事高地”，号召更多的市民登上
体育比赛的“民”星舞台，以优质的体
育赛事和完善的体育设施供给，助力

“半马苏河”展现出世界级城市滨水区
风范。

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不断探索因地制宜焕新利用

■短讯第三届“半马苏河”运动生活节开幕

河畔打卡高颜值运动空间

结合大赛更辉映

运动启蒙发挥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