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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哈维尔离任，接替者穆斯卡特已经官宣，海港新

赛季的备战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球迷们现在最关

心的是——明年球队会选择什么样的外援？可以肯

定的是，除了大腿奥斯卡之外，2023赛季的其他几

名外援饭碗都不稳固。想要卫冕中超冠军，同时在

亚洲赛场有所作为，新主帅必然要引进他所心仪的

强援。

这周一，海港队已经结束一个多月的假期，球员重

新集中在浦东世纪公园球场开始冬训，暂时由副总孙祥

负责带队。不过，队伍中并没有平科的身影，据透露，

海港俱乐部不会与平科续约，他也将以自由身离队。

对于平科走人，海港球迷也有各种看法。有球

迷说：“哈维尔没有用好而已，平科是奥超联赛

MVP，应该再留一个赛季的。”还有球迷说：“平科绝

对是性价比之王，当初买他仅仅花费20万欧元，比

哈维尔引进的若昂强多了。”

除了平科之外，其他两名外援若昂、卡隆都已合

同到期，大概率不大会留队。那走了平科之后，会不

会来一个强人？

目前有消息显示，穆斯卡特有可能带来J联赛

老东家横滨水手队的巴西中锋洛佩斯。洛佩斯在

2021赛季曾效力于中超武汉长江队，并担任过球队

队长。本赛季，洛佩斯在J联赛34轮比赛全部登场，

打入22球，其中有7场比赛梅开二度，最终还并列揽

得J联赛金靴。此外，他和横滨水手队的合同在

2024年1月31日即将到期，海港队甚至能以自由身

签下这名高产射手。

洛佩斯代替平科？以两人在2023赛季的表现

来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球迷们也非常希望，海

港队能寻找到一名禁区内有强劲得分能力和支点作

用的高中锋，与武磊、奥斯卡搭档，形成威力更大的

“前场三叉戟”。 本报记者 关尹

好学易上手
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李铃，一看就是个运动好

手。原本出身上海体育大学田径专项的他，两年前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桨板，很快就产生了浓

厚兴趣。

跟着朋友们玩了一段时间，李铃开始不满足于

“自娱自乐”。今年上半年，他顺利考取桨板专业教

练员证书，随后又在杨浦江湾成立了青少年桨板俱

乐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已经有四五十名小学员

报名参加，受欢迎程度都超出了想象。

“相对比其他水上运动项目，桨板的玩耍形式更

自由，可以用任何姿势摆桨划水，站姿、坐姿、跪姿甚

至趴着都行。”李铃介绍，“因为桨板的活动绝大部分

都在静态水域上，安全系数比较高，所以对使用者的

技巧要求不高。不管你会不会游泳，只要不怕水、平

衡性还不错，经过几次训练后，从小朋友到老年人都

可以实现‘水上漂’。”

今年11月初，李铃带领他的第一批弟子参加了

在重庆开州举行的全国桨板锦标赛，在仅仅训练三

个月后，所有队员居然全部入围决赛，9岁的李嘉言

更是进入了全国前八。之后的浙江青田站，成科慧、

卓弘及、朱驿菲、施恩、李嘉言5人又全部跻身U12

年龄段6公里决赛的全国前十。

锻炼益处多
每逢周末，当你走进杨浦区的江湾湿地，便能看

到不少正在玩桨板的小朋友们。岸边，经常还有三

五成群的家长们在守候和陪伴。

对孩子学桨板，很多家长都非常支持。“一是他

们自己喜欢，有兴趣；另外桨板这项运动，强度比较

适中，而且安全性也相对比较高。”施恩的妈妈赵小

媛对记者说。

对10岁的施恩来说，桨板最吸引他的，除了锻

炼身体，就是能够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教练经常会

带我们到很多不同的水域去训练和体验，比如青浦

的岑卜村、朱家角，还有苏浙的一些古镇，都很有新

鲜感。”他笑着说，“在这些优美的环境里练习，感觉

心情也会更加开朗。”

确实，站在板上，能看到路边的鲜花、远方的飞

鸟、岸上的行人，目光所到之处，往往有诸多惊喜。

无论是在沿途美景中感受大自然，还是在户外穿行

中呼吸更多新鲜空气，或者单纯只是躺在桨板上晒

一个“日光浴”，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既是一种

运动，同时亦是一种休闲放松方式。也难怪，在水系

丰富的上海及长三角周边，桨板运动如今能吸引越

来越多人的喜爱，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潮流。

本报记者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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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设施供给是否充足，如何向市民

开放？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能否得到保障？体

育赛事应该如何统筹规划？引进国际赛事有何

标准？这些疑问，即将“有法可依”了！作为上

海市体育领域第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地方性

法规，《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

布实施，将有助于上海体育事业发展，也将形成

全方位的体育“上海模式”，成为上海体育事业

未来发展的坚实后盾与有力助推。

体育课有规定
近年来，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深受社会

各界关注。一些学校的“课间圈养”现象却让人

揪心：比如课间十分钟只允许学生喝水和上厕

所，不让他们下楼。为此，不少人呼吁，把课间

十分钟还给孩子，让他们能出教学楼玩耍。

即将实施的《条例》明确了学校体育课、课

外体育活动、校外体育锻炼和幼儿体育活动的

要求，以及学校体育运动会、青少年和学校体育

竞赛活动的举办要求，即“学校应当开齐、开足、

上好体育课，开展多样化、高质量的体育项目”

“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

育锻炼”“倡导学生每天参加校外体育锻炼一小

时，家庭、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予以支持和保障。”

在考核评价方面，《条例》规定，教育部门和

学校应当将体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

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作为教育教

学考核的重要内容。《条例》还明确，教育部门

应当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范围，健全符合学科特点的考核机制。

为了给学生体育锻炼活动加一层安全锁，

《条例》还完善了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

制，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做好学校体育活

动安全管理和运动伤害风险防控。学校按照相

关规定，投保学校责任保险。鼓励学生自愿参

加意外伤害保险。

凸显“上海模式”
相比《体育法》，《条例》在遵循上位法总体

原则和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实际，增设“体

育赛事”和“体育设施”两章，并针对青少年和学

校体育、竞技体育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也彰

显了上海体育在赛事及体育设施方面形成“上

海模式”。

“这次条例跟《体育法》相比，有两个章节是

单列的。上海加了‘体育赛事’和‘体育设施’两

个章节。”市体育局规划产业处处长余诗平解释，

“首先是因为丰富而发达的体育赛事体系是上海

对外交往的‘金名片’，也是上海建设‘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支撑与重

要优势。而上海体育事业、全民健身领域最突

出、最重要的问题表现为市民健身需求与体育场

地设施供给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体育设

施不足是制约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条例》立足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目标，

规定加强体育赛事统筹规划，发展新兴体育赛

事，鼓励社会力量办赛；建立体育赛事综合服务

机制，保障赛事举办安全有序；细化体育赛事无

形资产的权利范围，加强相关权益保障；培育体

育赛事品牌，创建和完善体育赛事品牌指标体

系等。

此外，针对体育设施供给不足等短板，《条例》明确，因地制宜发展体育

公园，推动其免费开放；合理利用高架桥下、闲置地、楼顶空间等场地资源建

设公共体育设施。

据悉，《条例》共12章69条，内容既衔接《体育法》，又体现上海特点，强

调务实管用，从法律层面破解本市体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瓶颈痛点，构建完善

本市体育法律规范体系的“四梁八柱”。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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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外援大换血

对赛艇、皮划艇，很多人已
经不陌生，但说起桨板，可能还
不太了解。而这种更轻便、更
时尚的运动，在申城已悄然流
行起来，尤其是受到不少青少
年的欢迎。一桨，一板，一人，
一世界。没有太高的门槛，也
不需要太复杂的技巧，便能享
受水上飞驰的感觉。

■ 东方体育中心 记者 李铭珅 摄

■ 平科出场的机会不多
记者 李铭珅 摄

■ 李铃（右）和他的学员 倪爱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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