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之约
苏河之魅

之燃上艇
这场约会盼了一整年
昨天中午结束下水训练，俱乐

部组的新沪商队队员围在一起讨论

着技战术。“左桨要拉得更早一点，

我喊口令的时候跟上。”舵手提醒

道。几位桨手则探讨，4.2公里的全

程，是不是每隔500米为单位，重新

分配全程的体力。

另一边，第二年带队参加“上

艇”的支付宝队教练周国洋正在给

船桨做最后的细调。他带队参加过

传统赛事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赛

艇大赛，但近几年因为疫情无奈缺

席，幸好“上艇”提供了同样高质量

的赛事平台，“我们赛艇人一直期待

国内能打造自己的品牌赛事。上海

能在城市河道举办这样一个比赛非

常好，特别是划船总会的原址就在

苏州河畔。”

艇库区里，很多人都是“上艇”

的老朋友了。原国家赛艇队运动

员、同济大学赛艇队主教练周意男

笑称，盼“上艇”，自己和队员盼了一

整年，“去年参加比赛后，我们就一

直想着能再来苏州河上划船。能在

这个时期举办这么盛大的赛艇比

赛，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非常期

待今年的‘上艇’。”

上海海洋大学赛艇队主教练孙

健观察交流后发现，高校组的队伍，

很多器材都更新了，赛艇运动的氛

围更加浓厚，“我们的队员能交到朋

友，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就业都

是有好处的。”

最骄傲的是超越自我
昨天下午2时，第二届“上艇”

开桨。4.2公里的追逐赛道，从西昌

路桥至外白渡桥一路逶迤，考验着

新老参赛选手的技术、心理和意志

品质。高校组的比赛中，同济大学

队表现出色，摘得混合八人单桨有

舵手的金牌和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的银牌。

上台领奖，第一次参赛的李建

强步子迈得特别轻快，“我们这条艇

三分之二选手都是首次参赛，舵手

也是。”他透露，虽然是新人，但赛前

大伙对“上艇”的赛道作了充分准

备，赛道一共有6个弯，尤其第一个

弯是直角弯，对舵手和桨手都是非

常大的考验，全程下来左桨要比右

桨累很多，所以队伍在左桨位置安

排了比较强的桨手，“最重要的是我

们所有人都顶住了，这是大家特别

开心的地方。比赛中，我们实现了

自我超越”。

17分23秒88，男子八人单桨有

舵手第三名，上海科技大学队同样

为超越自我庆祝。个子高高的6号

桨邱浩健伸出四根手指，“我们比去

年快了40多秒”。

回忆起参加首届“上艇”的情

景，身为队长的小邱特别感慨。当

时科大的赛艇队组建才一个多月，

参赛的目标定为完成比赛，“去年还

出了一些意外，我们被对手超了，还

撞了船……”为此，今年队伍无论在

技术动作还是最后的成绩都有大幅

提升后，大伙都特别感动，“今年再

来‘上艇’，我们是有一些压力的，如

果说首届是试试水，第二届则要证

明自己。很骄傲我们做到了。”

校园最大的体育社团
连续两届“上艇”的举办，让赛

艇运动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推

广，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有兴趣并

愿意尝试这项水上运动的越来越

多。在上海科大赛艇队的组建过程

中，邱浩健有深刻的体会。

小邱来自青岛，曾是帆船运动

员，在上海科大读三年级时，学校第

一次组建赛艇队。有水上运动背景

的邱浩健作为发起人，帮着老师一

起招募队员，“刚开始并不顺利，因

为大家对这项运动不太了解，但队

伍成立半年后，人就很容易招了。”

现在赛艇俱乐部是科大规模最大的

体育类社团。小邱说，学校一届本

科生400人，赛艇社团就有100多名

活跃的社员，平时的训练、活动社员

们都积极参与。

今年“上艇”的高校组首创对抗

赛制，比赛总成绩里还包括陆上赛

和赛艇文化推广。在“体能担当”环

节，每支队伍的参赛队员通过陆上

划船器完成500米、1000米和2000

米的线上竞赛，这部分成绩占比

30%。另占30%的是“宣传担当”环

节，各队通过微博发布文字、视频，

以吸引更多人关注。今年参赛的北

京大学赛艇队推出了“北大赛艇、竞

速沪上”的推广口号，进一步拉近与

上海观众、赛艇爱好者的距离。中

山大学赛艇队的微博更是得到赛艇

国手崔晓桐转发支持。东京奥运会

女子四人双桨冠军表示，因为训练

条件受限，中山大学赛艇队挺过了

艰难的一年，或许不能在本届“上

艇”创造奇迹，“但这绝对是一次新

起航！祝愿‘上艇’顺利举办，让更

多人了解赛艇。”

这比赛定会越办越好
艇上的参与者多了，岸上的参

与者也在扩大队伍。退休职工王国

栋搭乘公共交通，特地来观摩今年

的比赛。他选择的观赛点是追逐赛

的终点外白渡桥，“100路终点站下

来走一段，这里视野最好。”

去年首届“上艇”在上海的母亲

河苏州河上举办，王国栋遗憾错过

机会，今年他早早打听好开赛时间，

戴上遮阳帽，做好防护，成为两岸数

千名“上艇”粉丝中的一员。王国栋

透露自己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赛艇

比赛，“以前在农村插队时，我看过

划龙船（龙舟），那种比赛也是很多

人在一条船上划，非常激烈。”他指

着面前驰来的一条赛艇，“我看这种

船材料很讲究，在水里很轻盈，速度

又非常快。”

在装备区外，一些市民向参赛

选手们请教、了解赛艇的构造。正

在调校船桨的周国洋跟其中几位解

释：“桨是合金材料做的，分为手柄、

桨盘和桨叶。”对方指着艇上的滑座

问：“那划船时你们的脚放在哪里？”

周国洋抓住滑座前固定的鞋子，“就

在这里。”

对赛艇了解更多，就对“上艇”

更为期待，甚至与有荣焉。感受着

精彩的比赛与两岸的美景交融在一

起，王国栋很肯定地说：“我相信这

项比赛会越办越好的。”

本报记者 金雷

今年的“上艇”，赛

程赛制都有提升。比如

赛道重新布局，将水面

的浮标改为钢丝绳，划分

更加规范，有利于运动员

赛出好成绩。竞赛项目

增加了男女单桨的500

米冲刺赛，比赛更加刺

激，也更具观赏性。能感

受得出来，选手们都摩拳

擦掌，要在特色鲜明的

“上艇”赛道，赛出更好的

成绩，展现自己的风格。

作为上海创办的城

市自主品牌赛事，“上

艇”首创将赛道放在上

海的母亲河苏州河上。

这完全契合国际赛艇联

合会倡导的“城市赛艇”

理念，把城市景观河道

变成赛艇赛道，将比赛

融入城市的脉动。 一

位参赛的舵手感慨，一

直没机会沿着中心城区贯通的苏州

河沿岸走一走，现在，“上艇”提供了

一个新的机会，而且是一种升华的

体验。坐上赛艇划向起点的一路

上，两岸的经典建筑和旖旎风光让

人沉浸其中，真是非常特别的感受。

关心、了解“上艇”的人在不断增

加。去往赛场的路上，几位市民热情

地商议，哪个拍摄点更合适。他们提

到乍浦路桥要封的，外白渡桥是终

点，河南路桥更合适。还有一位打来

电话，已经提前蹲点，在调校相机光

圈。显然，对“上艇”，这些热心粉丝

已经摸到了门道，也愈发地投入。

从首届到第二届，备受期待的

“上艇”证明，对高规格的顶级赛事，

正在打造全球体育之都的上海，具

备各类项目的群众基础。曾经小众

的赛艇运动，参与人群正逐渐向高

校学生、向普通市民扩展。身边更

多的朋友关注并参与到这类项目中

来，享受体育运动的同时，提升生活

质量，弘扬城市精神。

“上艇”，就要办成上海市民身

边的赛事。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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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몣赛춧릫뾪赛
待뫎越살越횵뗃웚듽

秋쫇튻벾뷰쟯，在
河낶므탂뗄쯕훝뫓，第
赛比艇몣주춧릫뾪주
至풼뛸훁。首좥쓪쫗
比주쫂쿠뇈，的쓪뗄
“艇춧”化힢훘듳훚뮯，
度듳쇋닎폫뛈。场뎡
会쫐뗄쳥폽쪢믡，待살
待횵뗃웚듽，多놻化뛠
爱쯹훓낮。

■ 今年的“上艇”注重大众化扩大参与度

■“上艇”将比赛融入城市的脉动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