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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定比例直接带到本届市民运动会中。

当然，积分只是鼓励广大市民继续踊跃参赛的外在形式，

其背后反映的内核仍是全民参赛理念的延续。过去，外界对于

跆拳道的印象总是停留在穿戴整齐的两方运动员在专业场馆上

激烈对抗的层面。非常专业的对抗固然精彩，但也让不少人觉

得这是一项门槛较高、相对小众的运动。在谈到近年来自身在

承办跆拳道赛事、推广跆拳道运动的理念时，章宇回忆起几年

前上海市体育局领导来到拳跆空公司考察时说过的一句话：“为

什么跆拳道只能对打？这项运动一定要很复杂吗？”

化繁为简，就此成为跆拳道这类相对小众赛事走向上海广

大市民的路径。通过这几年的业余联赛实践，拳跆空研发出两

套并行的赛事体系。“在举办传统的对抗性赛事之外，我们也

经过专业论证，将跆拳道的基础动作拆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相应动作，就能获得积分，从而形成了一套更便于推广的赛事。”

章宇对《新民周刊》说道。

这种办赛模式，也被沿用到今年的市民运动会中。章宇介绍，

在街道（乡镇）、区、市三级体系中，街道级别的跆拳道主要

以上述积分赛为主，只有少量对抗性赛事，而区级和市级则相反。

在章宇这样的体育产业从业者看来，任何体育运动都可以分竞

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大体系。同时，二者间不应该是对立关系，

反而能够实现良性的并行发展。

赛”方针就曾引发关注。而在过去三年中，每年都会举办的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也延续了这一宝贵思路。以 2019 年为例，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共举办了 12 项项目联赛、

19+X 项品牌特色赛事活动和 320 项市级项目系列赛。160 家单

位获得赛事的承办权，比 2018 年增长了 31%。据统计，去年城

市业余联赛共开展赛事活动 5965 场，吸引约 109 万人，330 万

人次参与。

如今，在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到来之际，可以说企业参与赛

事主办的模式愈发走向成熟。近日，《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

沪上多家专业承办体育赛事的企业。对于企业而言，如果说前

几年的城市业余联赛为他们参与赛事主办打下了良好基础，那

么今年的市民运动会，就成为一场阶段性的“汇报演出”。

更亲民：消解小众项目

早在今年年初，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光圣

便在市民运动会的推介上表示，相比往届，本届市民运动会办

赛理念更亲民。在延续五大理念的基础上，今年的赛事着重凸

显“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的办赛理念。

除了办赛理念的更新，办赛形式也随之升级。根据《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本届运动会的办赛形式变得

更开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积极办赛和活力。此前，所有赛事都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承办单位，

通过招投标的模式开门办赛，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加入。

很多中标的体育企业，虽是首次承办市民运动会相关赛事，

但对这种办赛形式和理念早已熟稔。“从 2017 年开始，我们一

直在承办城市业余联赛中跆拳道以及拳击相关赛事。在这一块，

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合上海市民运动特点，打造了一套专属全民

健身赛事体系。” 拳跆空（上海）体育经纪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章宇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章宇介绍，上

海市民在过去三年的城市业余联赛中获得的赛事积分，也可以

　　开门办赛的创新模式，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全民参赛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市民赛事
的趣味性。

残健融合运动会，打破了许多人的传统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