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走你，2025接起”。位于上海体育馆

对面的飞洲国际广场，人头攒动，一层的迷你乒

乓桌上，活泼的标语、鲜明的图案，引来不少球

迷和路人上台，一展身手。

12月31日晚上，距离晚场比赛开始还有5

个小时，飞洲国际广场的每一家餐饮店、零售

店，都是“人从众”。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从全国

各地赶到上海观战乒超联赛总决赛的球迷，他

们还有一个目的——跟着赛事来消费、来旅游。

消费新高潮
乒超联赛总决赛的举办地放在了上海体育

馆，在辞旧迎新之际，更是掀起了一股文体旅消

费的高潮。据飞洲国际广场商业运营总经理唐

祁介绍，“这两天的客流量增长了一倍，餐饮消

费增长了32%，零售业则有20%的提升。”

在飞洲国际广场喝完咖啡、逛完商店，再吃

一顿晚饭，球迷朋友穿过一条马路，就来到了上

海体育馆。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官方纪念品商店，为乒

超参赛选手特制的公仔挂件，最受球迷喜爱。

几乎每一位球迷从店里出来时，背包都挂上了

乒超小挂件。而在久事网上商城，首日销售额

已超过了F1赛事期间的单日销售额。

二层看台的连廊处，各品牌纪念品销售点

人声鼎沸。红双喜纪念品商店的队伍几乎绕了

半个场馆，其中，印有球员头像的红双喜纪念款

主题肖像球最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个。李宁纪

念品商店的球员文化衫，也颇受球迷欢迎。

球迷缱绻和a萌都喜欢迪士尼的玲娜贝儿，

但连玲娜贝儿身上，也穿了迷你版孙颖莎的文化

衫。a萌告诉记者：“预计在买衣服方面花费1000

元，这些衣服很好看，平时休闲出门可以穿。”

除了在上海看比赛，她们不约而同表示，经常当“两

日特种兵”，飞往某地观赛，次日再回来。体育，已经融入

了她们的生活。

运动新时尚
除了看球，还能打球，在上海体育馆，但凡你能想到和乒乓球相关的，都

能一网打尽。

场馆一隅，放置了一张红双喜乒乓桌，不少观众一展身手。来自上海财

经大学的志愿者，这几天担任现场教练和陪练。“想打球的球迷，都可以来互

动。”有些球迷比较害羞，尽管看球两三年，但还不会打乒乓球，志愿者鼓励

道，“上来试试，我教你。”

在看比赛的同时，真正落实全民运动，志愿者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成就

感，“一个上午，我的步数就已经达到10004步了。”

用一场国内最高级别的乒乓赛事，为上海体育画上2024年的圆满句

号，再一次体现了上海全力打造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目标。与此同时，放大

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将“流量”变成“留量”，体现在场馆内外的方方面面。

“以往跨年，去新天地、外滩打卡，满满的仪式感。而今年跨年，相约上

海体育馆，观看精彩绝伦的乒乓赛事，感受体育的拼搏精神，我们每个人都

更有活力了。”唐

祁说。

当“文体商

旅展”大融合,

“赛事主场”也是

“消费主场”。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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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总决赛前一天，上海市体育局原副局

长、中国乒协原副主席陈一平受邀为年轻的

志愿者作培训，主题是“为了上海体育的荣

光——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回眸”。

2005年，上海首次承办世乒赛，时任市乒协

主席的陈一平担任大赛筹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经历了办赛的全过程。他回忆，当比

赛结束、中国运动员包揽5个项目的冠军，

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动情地说，想为上海人

民颁发第6座奖杯，因为你们办了历史上最

出色的一届世乒赛。

上海世兵赛首次提出“立体化办赛”的理

念，将乒乓球文化融入办赛的各个环节，开创

举办国际大赛的上海模式，“因为文化不仅能

打动人，更能扩大大赛的影响力。”陈一平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时隔20年，又一

项乒坛盛事牵手上海。火热的乒超总决赛，

传承了当年上海世乒赛的基因。

乒超总决赛期间，上海体育馆的环廊搭起

一座照片墙，上面展示了从容国团到樊振东、

从邱钟惠到孙颖莎，中国所有的乒乓球世界

冠军，引来乒迷驻足观看。比赛期间同步举

办乒乓文博展，正是当年世乒赛萌发的创意。

今天的观众有符合当下的表达方式。

这两天，乒超总决赛的签名墙成了新宠。赛

前赛后，球迷们挨个排队写下祝福运动员的

话。“莎莎，顶峰相见”“曼昱新年快乐，健康

涨球”，更有鼓励樊振东“走自己的路，希望

还可以在赛场看到你”，得体又深情。孙颖

莎赛后评价，上海办赛氛围特别好，“非常感

谢大家能来上海支持自己喜爱的球员，希望

我们能用更好的表现回馈大家。”

激励
2005年，朱玲还是上海体育大学（学院）

的一名学生。利用专业运动员的背景，朱玲

走上乒乓球教学之路，如今她是上体大中国

乒乓球学院副教授，也是国内唯一同时具备

国际裁判长和国际级金牌裁判两项资格的

裁判员。“对我们乒乓人来说，世乒赛已经过

去20年，都希望上海能再办一次大型赛事，

我们也希望在家门口执裁高水平的赛事。”

担任乒超裁判员的朱玲感觉，近几年球

市有明显增长，“之前的乒超联赛，有一些观

众是拿着赠票进场的。这次的总决赛一票

难求。”朱玲也注意到，现场观众年轻人居

多，“国球受到国人的喜爱，肯定是好事。”

乒超比赛间隙，赛场外红双喜特别准备

的桃红色球台始终热闹，乒迷们都乐意拿起

球拍，体验一把。2005年随着世乒赛举办，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应

运而生。上海的乒乓球爱好者有了更大的

舞台，以球会友，顶级赛事与群众赛事相互

呼应，乒乓球竞技水平在普及中获得提高，

在提高中推动普及。

两年前，朱玲携家人报名新民晚报红双

喜杯，朱玲和同为专业运动员出身的爱人还

有三个孩子一同上阵挥拍，“不管成绩如何，

首要的目标是参与。希望孩子们能体会到

乒乓球比赛的魅力。”现在，朱玲全家养成习

惯，出门旅行都会带上球拍，去年，全家还去

新加坡打了比赛，“不光是接触当地的文化，

孩子也可以和那里的同龄人一起交流。”

上海乒乓球的浓厚积淀，激励朱玲不断

精进业务，站上世界大赛的裁判席。孩子们

都以朱玲为荣，巴黎奥运会，20名乒乓球裁

判员中，她是唯一的中国人。朱玲说，有些

乒乓球场次，2/3的观众是中国同胞，因为乒

乓球是国人的骄傲。

乒超总决赛圆满举办之际，市乒协主席

王励勤告诉陈一平，赛场内外，大家都在念

叨第48届世乒赛。上海体育人、乒乓人都

愿意付出努力，将乒乓球的传统优势发扬下

去，让拼搏进取、昂扬向上的小小银球，承

载城市美好生活的更多含义。

本报记者 金雷

乒超总决赛
催生新消费热点

跨越近20年的两场乒乓盛宴带给了上海什么

小小银球 几多美好

“    走你
    接起”

乒乓迎新 为期3天的    乒超总决赛在申城成功举办，乒坛人士、本地观众都说，盼了
很久，上海早该办了。因为上海是国球重镇，从这里走出一代又一代的世界冠军；上
海也是“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发生地；在世界乒坛，上海更是留下过一届
成功、难忘的世乒赛。

新一年 乒坛大咖有新感想
王楚钦 有了新的追求

在乒超总决赛度过跨年夜，是什么感受？“用乒乓迎接跨年，不多见，但挺好的。有

球打，就非常开心了。”王楚钦说。

用关键词总结2024，王楚钦平静地说：“挫折、喜悦、痛苦、扭转。”展望2025，他说：

“先把明天过好。”

在巴黎奥运会陷入低谷之后，王楚钦终于在2024年的年末找回“内心充斥

自信”的自己。挥别2024，昂首挺进决赛，开启2025，王楚钦有了新的追求。

樊振东 跟烦恼说拜拜
最近围绕樊振东最大的新闻，是他宣布退出世界排名。面对大家的关心，

樊振东坦言：“我知道大家对这几天的事情很关注，我也有很多话想说，我毫无

保留地去跟大家做了沟通，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说了自己的计划，也希望能够得

到大家的祝福。”登顶巴黎奥运会男单冠军的樊振东，2024年喜忧参半。跟烦

恼说拜拜，重整旗鼓，樊振东希望自己的2025年，和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能心想事成。

许昕 带儿女见世面
上海体育馆，承载着中国乒乓的记忆、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上海的赛事服务，给参赛

运动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半决赛开场秀，许昕牵着一双儿女登台，孩子们睁大双眼，眼前近万名观众的欢呼，

一定会给他们的乒乓记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在上海主场比赛的机会不多，以前

孩子们都在电视里看比赛，这次带他们来现场，见见世面。”许昕说。

本报记者 陶邢莹

▲ 乒超总决

赛带火了相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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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超联赛总决赛在新一代
球迷心中传播了乒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