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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球进社区”，
樊振东与市民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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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
足球联盟联赛圆满
落幕

上马奔赴大满贯
本就集万千关注于一身的上海马

拉松，在成为大满贯候选赛事后，它的
首秀是什么样的？昨天，2024上海马
拉松（以下简称“上马”）迎来起跑时刻，
3.8万名参加全马和健身跑的选手，以
及 12位轮椅竞速马拉松的参赛者，他
们从外滩金牛广场顺利出发。最终，萨
姆索姆·阿玛雷成为今年上马的男子冠
军，成绩是2小时06分26秒，女子第一
名则由贝克莱赫·古德塔·博雷查获得，
成绩为2小时25分21秒。中国选手方
面，吴向东在国内男子组卫冕，国内女
子组的第一名则是实现三连冠目标的
张德顺。根据官方数据，本届上马完赛
率为98.24%。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超3.8万人从外滩出发！首位轮椅竞速冠军诞生！

“2025上海马拉松将于11月30日
举行。”昨天下午约1点30分，上海市
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在赛后新闻发布
会上揭晓了这个比赛日的最后悬念。
从此前办赛方透露将看齐大满贯、提
前一年预告赛期，到答案果真于昨日
揭晓，这个在赛后发布时增加的小板
块，它见证了——上马奔赴大满贯的
标志性一步。

与国际上办赛较成熟的马拉松相
比，国内数量众多的赛事一直都有个

“通病”，比赛日期的官宣和报名通道
的开启基本都得等到赛前两三个月，
有时预留的时间甚至更短。在探究

“为何如此”时，其背后总有多重因素
在综合作用，而如今，上马亮出了改变
的决心。“对一些想提前制定参赛计划
的跑者，（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不
充足的。为了吸引更多海外跑者来上
海参赛，从今年开始，我们都会在一届
比赛结束后就宣布明年的比赛时间。”
罗文桦介绍道。

赛期的确定和报名通道的开启，
对跑者们来说，这是紧密相关的两大

“功课”。据记者了解，上马在这两方
面的目标都是看齐大满贯标准，也就
是赛后即知和赛后可报，不过，在完全
对标前还得有一个去磨合软硬件配套
的过渡期。所以，2025上马报名通道
的开启时间，目前是原则上不晚于明
年6月30日。

本届上马是赛事成为大满贯候选
后的首秀，在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周瑾看来，此次的诸多变化
可说是上马一以贯之的办赛理念和大
满贯标准两相结合后的产物。“今年上
马的一些亮点或者不同，我想不仅是
因为大满贯赛事标准的需要，也是因
为上马一贯的办赛理念就是‘跑者至
上’。”

上马是中国第一项获评世界田
联白金标的马拉松赛，对 Blue Line
（蓝色跑进线）、名额退出机制等的引
入在当年也属国内首创。如今，在上
马拥有了全球“唯二”、国内唯一的大
满贯候选赛事的荣誉光环后，中国马
拉松新的变革之风，也可能再度缘起
申城。

明年定档11月30日
奔赴大满贯更看齐

先跟大家透露一则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个已在全球取得成功的联盟，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在将上马确定为大
满贯候选之前，其实曾询问过六大满
贯办赛方的意见以作参考，那会儿上
马获得了全票支持。如今，三年观察
期已正式启动，2024 上马能拿几分
呢？

“要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正
式赛事，需要达到超过100项标准，这
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从这次
的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亮点，对上
马的整体印象非常深刻。”在昨天的赛
后发布会上，伦敦马拉松赛事总监、世
界马拉松大满贯运营总监丽莎·汤普
森如此评价道。

从赛前发布会到欢迎晚宴，再到
昨天比赛现场，有两位远道而来的嘉
宾一直“全勤”，他们就是上文刚提到

的丽莎·汤普森和芝加哥马拉松执行
竞赛总监、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评估委
员会委员迈克尔·尼希。

上海和芝加哥，上马和芝加哥马
拉松，由于它们之间早就缔结友好关
系，所以等到迈克尔·尼希点评时，他
似乎更有感而发。“上海和芝加哥是姐
妹城市，两座城市在赛事管理等多个
领域有着长期合作。如果上马能够加
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会让更多人了
解马拉松，它既能拉近自身与世界的
距离，吸引更多国际跑者来上海，感受
这座城市的魅力，也能成为推动马拉
松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三年观察期内连续两次通过考
核方能转正，这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对大满贯候选赛事的统一标准。之于
上马，今年是重在摸底，真正的两次考
核得看2025年和2026年。

从直播视角的新发现，到电子地
图的新体验，科技之力也在上马舞台
上发光发热，为参赛者和观众带来更
高效也更沉浸式的体验。

人越密集的地方，手机信号越容
易拥堵，加上马拉松比赛“户外+长距
离移动”的属性，变量就更大了。然
而在昨天的比赛中，却有人体验了比
5G更“牛”的5G-A的魅力。据了解，
将5G-A技术用于重大赛事直播，此
前有过实例，不过具体到上马平台的
话，这却是新的突破。昨天，就有多
位专业运动员和业余跑者佩戴直播
和传输设备，实现了“边跑边播”，利
用更多的第一视角，为观众带去更强
的沉浸感。

在此次赛事路线途经的黄浦、徐

汇滨江沿线，还有多台无人机设备被
布设，可以通过高空拍摄和实时传输
的功能，全方位展示赛事的精彩和城
市风光。而在赛后互动区里，“全球
通·逐马计划”则依托5G+AI技术，可
为选手们生成一条条专属的视频短
片。目前，上海的5G-A网络已可在
外环内实现室外全覆盖。

在上马的起（终）点和赛道上，以
科技之力来挑战痛点的尝试还有更
多。“今年推出电子地图后，感觉给我
们部分减压了。”服务于起点的指引志
愿者张磊对记者夸起了上马新推出的
电子地图。据了解，目前的这版地图
还处于初代，根据之后收集到的反馈，
它有望持续升级，并服务于上马平台
的更多赛事。

科技提升服务
大赛应用更创新

来自联盟的厚望
印象深刻前景更可期

为了更好地献力公益，赛事于今
年推出了崭新的上马Care计划，并且
此次率先聚焦在了“Care残障人士”
板块。除了于赛前组织上马精英选手
和上海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交流活动
外，在此次赛事终点，还出现了不少格
外温情涌动的时刻。

在昨天的赛道上，有100支残健融
合队伍响应号召，参加了上海外服残
健融合马拉松公益跑。除了在健身跑
项目里重在参与外，其中10支队伍更
是挑战了全马难度。“很高兴能在上马
舞台上，看到残健融合理念落地生根
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上海市残疾人文
化体育促进中心主任龚佳韬感慨道。

据了解，残障跑者和陪跑队员，现
实生活中他们各有各的情况，为了能用
好这来之不易的参赛机会并促进残健
融合，其中大部分选手都是提前三个月
就投入到了合训状态。各融合队伍根
据自身健康情况、运动基础等，定制了
专属的训练计划，涵盖体能强化、步伐
节奏协调等多方面要点，他们的目标就
是一个——协助残障跑者安全完赛。

昨天中午，当这100支融合队伍
全都安全完赛后，队员们纷纷在群聊
中或祝贺或表达谢意。他们中很多人
都说，在比赛时既感受到了上马的速
度，更感受到了它的温度，“希望未来
还有机会参与上马。”

Run for love 公益情怀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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