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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2023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大

师赛（上海崇明站）昨晚在横沙落

幕，绿色的球赛，金色的硕果，两天

时间里，无论是崇明横沙还是中国

三人篮球，都收获满满。

从繁华的商业街区来到风景如

画的岛屿乡村，对于国际三人篮球

赛事来说，这是一次突破和创举；把

稻田建成了球场，对于横沙乡来说，

也是一次机遇和展示，进一步擦亮

了当地“生态+体育”的绿色名片。

这一次，国际篮联为何会把具

有浓厚城市街头属性的三人篮球运

动放在横沙乡村？其实，这不仅不

违背三人篮球运动的“街头”属性，

相反，在更接地气、更草根的乡村举

办，更是对这项运动理念的契合、对

比赛形式的丰富和延伸，在带来全

新比赛和观赛体验的同时，能够进

一步提升三人篮球运动的影响力。

横沙乡，面积不大，人口不多，

但可谓是中国三人篮球重镇。横沙

誉民三人篮球队夺得过全运会群众

组冠军，也夺得过全国男子三人篮

球超级联赛冠军，并为中国三人篮

球国家队贡献了郭瀚宇、朱渊博等

现役国手。如今在象征丰收的金秋

时节，横沙乡以三人篮球大师赛为

媒，喜迎八方来客，成功将三人篮球

打造出了“从街头到田间”的概念，

助力大师赛引发破圈效应。比赛从

繁华的商业区来到静谧的田园乡

村，不仅丰富和拓宽了赛事的场景

和内涵，同时也彰显着生态崇明、竞

美横沙的独特魅力。

到了崇明横沙，你会发现，原来真

的有“绿色”球赛。正值金秋十月丰收

季，数百亩五彩水稻画正处在最佳观

赏期，位于横沙海岛艺术田园的比赛

场地坐落于稻田西侧的宽阔空地上，

无论是“FIBA3?3大师赛”稻田画主

题，还是看台上“生态横沙”Logo和醒

目的“YM”（上海横沙誉民队）标志，

无不营造出强烈的主场氛围。赛事

主办方还和国网上海长兴供电公司

一起制定详细周密的保供电方案，

不仅为比赛提供清洁绿色能源，也

为赛事交通提供绿色助力，保障新

能源车的充电服务——一场绿水青

山间的篮球赛事，也为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的建设贡献一份体育力量。

在横沙现场观摩了比赛之后，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感叹不已：

“我一直以为三人篮球是一项城市

的运动，但通过这次观赛，才发现也

可以是另一种感受。我相信通过这

样的比赛，会给横沙的体育、文化、

旅游带来巨大的促进。”

本报记者 李元春

央视五套今天19时
30分将转播国际足球邀
请赛中国队与乌兹别克
斯坦队比赛实况。

当三人篮球从街头到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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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指南

体坛观察
焕新，归来——这两个关键词，

是2023年升级之后上海劳力士大师
赛的缩写。

胡尔卡奇，16号种子，以黑马之
态，2比1击败5号种子卢布列夫，成
为上海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师”。
赛后，他在摄像机的镜头上，写下中
文字“谢谢”。谢谢的笔法繁琐，几
乎像画图式地书写，最后的字幕落
定。这或许也是很多上海劳力士大
师赛参与者共同的心声。

过去两周的超级大师赛，是上
海网球的超级厚积，继而超级薄发。

超级25年
这座城，与网球一“网”情深。

本次大赛举办期间，曾在旗忠

网球中心的中央球场举行了上海网

球25周年纪念活动。ATP主席安

德烈亚 ·高登齐来到现场。2000

年，高登齐曾作为比赛选手参加喜

力公开赛。当年高登齐对阵马格努

斯 ·诺曼，输了球。今年，是他第二

次来到上海，但身份已大不同。

高登齐说起那段珍贵的回忆：

“当一个网球运动员第一轮就败下

阵来，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很美好的

回忆。23年之后再次回归上海，这

座城市的发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我们出去转了一下，看

到了上海取得的惊人进步，各种创

新，而且非常现代化。”高登齐眼中

上海的今与昔，是城市建设上的不

同，是市民风貌上的不同，以其身

份，更直观的，还有网球设施上的

不同。

当25年前，上海第一次举办国

际网球大赛时，举办地为仙霞网球

中心。一座小球场，数千观众席。

球员休息区迷你，场外也没有球迷

互动区域。高登齐说：“如今的景象

与当年实在是有着太大的不同。上

海在网球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惊人

的进步。”是的，后来，我们有了旗忠

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揭幕时，费德

勒特地飞来上海剪彩。此番作为

“超级挚友”归来，费德勒主动提起

那年的美好，“当年，我穿着西装而

来，向世界揭开旗忠的面纱。旗忠球

场的顶篷，是如此美丽。”“玉兰”，已

深深烙刻在世界网球的版图之上。

但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没有因

为满足而止步。上海久事体育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杨亦斌有一点自豪，他

全程见证了上海网球的25年。“今

年我们对旗忠进行了改造，这是一

期工程，主要提升球员的舒适感，围

绕球员比赛、休息区域作提升。不

夸张地说，我们的健身房目前就是

世界上所有网球赛事中最好的。”费

德勒在熟悉又陌生的赛场里转了

转，连他都带着羡慕的口吻，“年轻

的球员真是幸福，可惜这些新的设

施我是用不上了。”

超级向未来
今年，久违的上海大师赛升级

归来。从56签到96签，比赛数量增

加了60%。最后的数据显示，整个

赛事期间，共有19万球迷来到旗忠

参与这场网球嘉年华，创下了上海

大师赛历史之最。

数字增加，硬件提升，但大师赛

一直都在给自己“找茬”。杨亦斌和

他的团队同样注重软件上的细节打

造，“升级前的ATP1000大师赛和

升级后的ATP1000大师赛标准是

不一样的，我们要更好地服务所有

来到网球赛的球员、球迷、官员、媒

体……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还存在的

问题。”与其他八站大师赛相比，上

海的商业赞助排在第一位。这充分

说明这项赛事的影响力、吸引力以

及价值。“但我们也要看到上座率排

在靠后的位置，特别是周中的上座

率。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票务策略，

赠票较少。上海的主力观众是学生

和白领，对这部分人来说，时间成本

是最宝贵的。”看到问题，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是因为有底气、有信心。

“和1998年的喜力公开赛相比，和

2005年大师杯相比，甚至是和2008

年刚开始举办大师赛时相比，我们

都能看到让人欣慰的变化，球迷越

来越多、越来越懂，这些都是需要时

间去耐心培育的。”

场外，人头攒动。赞助商个个

拿出十足诚意，搭设与网球相关的

互动展台。音乐、啤酒、美食，当然，

还有网球……这场上海派对，面向全

国，面向世界。人们不再只因为小

德、纳达尔和费德勒来到这里，人们

更因为“爱网球，爱上海”来到这里。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是属于未

来的。现场虚拟体育展台，让现场

球迷甚至中国一哥张之臻等体验了

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的魅力。元宇

宙赋予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活动

更多科技魅力，粉丝沉浸式地跨越

时空，与费德勒云上会面。通过独

家售票平台久事体育App，球迷首

度体验大师赛实名制购票。球迷俞

小姐每年上海网球季都会来现场打

卡，她说：“实名制虽有些硬性，却也

给了球迷保障。”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不仅仅是

一项国际精品赛事在上海的呈现，

也不仅仅是向世界展现上海的窗

口，它更要做中国网球力量闪耀世

界的助推器。在中国男网球员还式

微时，它每次都会给本土球员外卡，

给后者更多与世界一流球星交手的

机会。如今，它更是着眼于整个网

球圈的生态。今年赛事期间，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J100上海

站的比赛就在旗忠网球中心的2号

馆和3号馆进行。杨亦斌透露：“我

们还特别请费德勒来颁奖，希望他

的到来能激励年轻球员，也希望有

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冒出头来。”

超级归来，超级美妙。我们可

以期待，未来，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更

绚烂的绽放。 本报记者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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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尔卡奇成为上海大师赛第一位“超级大师”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三人篮球大师赛将赛场放在横沙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