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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年初五到元宵佳节，小海陀山和崇
礼的每一片雪花都紧绷着弦。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相约
北京”测试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10 天，3 个
竞赛场馆群，20 项测试，4306 名工作人员，场
地设施、赛事运行、服务保障等迎来“实战演
习”。
　　长空辽阔，苍山巍峨。运动健儿飞驰腾
跃，卷起千堆雪。
　　前方的一举一动，通过四块巨幅屏幕呈
现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指挥部的工
作人员眼前。26 日，测试活动收官之日，冬
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闫成盯着大屏幕终
于松了口气：“这次测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果，也基本达到了我们测试之前确定的各项
目标。”
　　闫成认为，赛时运行指挥体系获得了一
次绝佳的演练机会，得以完善和提升；场馆
硬件设施经受住了考验，以事实证明完全能
够满足奥运标准赛事的需求；场馆运行团队
得到锻炼，收获了宝贵经验，未来足以担
重任。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这次测
试，北京、张家口都成立了城市运行保障指
挥部，经过合练将赛事组织和城市运行服务
保障进一步融合，使未来赛事运行更加无缝
衔接，为下一阶段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闫
成说。
　　交上第一份“模拟考”试卷，冬奥人圈出
了几道“重点题”。
　　“对赛事影响最大的，就是气象。”闫成对
此深有体会。而根据以往记录，此前三届冬
奥会发生赛程变更的次数均在 10 次以上。
　　此次测试活动期间，赛程多次由于气象
条件而调整，首日云顶滑雪公园的比赛就因
风速和气温未达到要求而改期。为此，指挥
部专门设立竞赛日程变更委员会，协调各部
门联动，根据情况变化迅速应对。
　　冬季项目的救援也有名堂。冬奥组委运
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此次测试活动，
救援演练的重点在直升机救援与转运救援，
同时加强与地面、巡逻队和医生的衔接，并做
好夜间赛道检查工作。
　　“效果非常好，基本达到了国际奥委会的
规定，能在 4 分钟内到受伤运动员身旁进行救
治。”于德斌说，“我们还把科技与冬奥相结合，
比如实现方舱 CT 与医院间诊断信息的时实
传送。在患者到达之前，医院已经准备好了医
疗队伍、设备等，为抢救生命争取了时间。”
　　疫情防控也毫不松懈。截至 2 月 25
日，总计采集核酸检测样本近 3 万件，结果

均为阴性。针对新冠肺炎发热患者，赛会还
着重进行了应急演练。
　　测试活动最后 4 天，3 个残奥会项目的
测试有序展开。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
金奎介绍，此前组委会就残奥意识、转换期等
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准备得非常充
分”；测试活动期间，重点检查了无障碍流线
和无障碍设施，督办落实残奥特殊需求，“不
少领域做得很出色”。
　　医务人员帮助运动员拆装辅具，无障碍
大巴车工作人员主动推轮椅，硬路面到雪面
之间加装无障碍设计……对残奥运动员的
关怀见于细微之处。
　　这份用心被大家看在眼里。“感觉都挺
好，无障碍设施也都挺好。”残奥高山滑雪项
目运动员刘思彤很满意。

　　测试活动的顺利进行也令外籍专家频
频颔首。雪车雪橇竞赛组织专家诺蒙兹·
科坦斯说，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他去过和
工作过的最出色的场馆。“每一处设计都非
常替运动员考虑，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这里
的人都会喜欢它。”
　　“我认为无论在竞赛还是山地运行方
面，测试活动都十分成功。每个人工作都
极其刻苦，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专业。这是
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团队。”自由式滑雪场
地设计专家戴维·切拉托不吝赞美。
　　坡面障碍技巧场地修型专家德克·舒
曼已经在期待冬奥会的到来。“每件事情都
组织得很好。我们还在努力，希望最终呈
现的效果令人惊叹。”
　　“我们信心百倍。”闫成表示，下一步从

组委会到各场馆运行团队，要马不停蹄开
始总结评估，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精准整改。
　　“不怕出问题，就怕没有问题。”杨金奎
说，要继续优化工作方案，并在实际运行中
推动落实。
　　测试活动暂告一段落，但在明年那个
万众瞩目的冬天来临之前，还会有许多场

“模拟考”。4 月，冰上项目测试活动接续
展开，届时北京赛区竞赛场馆将集体亮相；
10 月至 12 月，如一切顺利，将举行 10 项
全要素赛事测试。凛冬已过，但冰面依然
剔透，雪花还在飘。

（执笔记者：丁文娴；参与记者：李丽、姬烨、
卢星吉、杨帆、邰思聪、王梦、卢羽晨、苏斌、
牛梦彤、王楚捷、赵建通、董意行）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实战演习”，北京 2022“模拟考”交卷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东远）
体育场地总面积 857925 平方
米，人均体育面积 0.72 平方米，
人均可利用体育面积位列上海市
中心城区第一，每平方公里体育
产业总值 48574.14 万元，每万人
体 育 产 业 总 值 1 5 1 4 5 . 1 8 万
元——— 这组数据来自寸土寸金的
上海市黄浦区。
　　外滩、豫园、老城隍庙、人民
广场……是人们对上海市黄浦区
的印象。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中，
人们很难将这个拥挤的世界级中
心城区和丰富的体育资源联系起
来。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

  多方拓展，运动场地

“长”出来

　　从体育馆到校园，从地面到
高层楼宇，市民体育锻炼场地正
在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清晨，阳
光透过淡淡的雾气，洒在晨练市
民的脸上。位于黄浦区肇嘉浜路
的卢湾体育中心早上 6 点就向市
民开放，一直开放到晚上 10 点。
　　“2020 年复工复产以来，体
育场免费开放接待晨、晚锻炼 26
万多人次，少体校训练 16500 人
次。”上海市卢湾体育中心主任袁
渊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加入锻炼
的队伍，运动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据了解，黄浦区共有卢湾体
育中心、黄浦市民健身中心、黄浦
工人体育馆、黄浦世博体育园等
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 4 处，市民
球场 18 片，社区市民健身房 9
个，楼宇市民健身房 7 个，市民
健 身 步 道 2 1 条 ，社 区 健 身 苑

（点）452 个，社会经营性体育场
所 211 家。区域内 87% 以上的
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向社区开放，
100% 的社区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安装了健身器材，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完好率达 98.5%。
　　 2019 年上海市体育局发布
信息显示，黄浦区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 44%，每万人拥
有体育社会组织（含健身团队）
18 个，每个街道体育特色项目超
过 2 个，国民体质测试合格率
98%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
格率 96%，预期指标基本完成。

  政社合作，专业指导

专业管

　　体育生态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加入。政
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体育社会组织管理
格局是黄浦区引入社会力量的一剂良药。截至 2020
年，黄浦区局管体育社会组织有 60 家。早在 2017
年，黄浦区体育局提出了成立黄浦区体育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创建黄浦区体育社会组织共享空间的整体规
划，并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举行了启幕仪式。
　　全区 60 家法人类体育社会组织中，社团 25 家、
民非组织 35 家。全区 10 个街道实现了社区体育俱
乐部、体育指导员社区指导站全覆盖。黄浦区共有各
类健身团队 1128 支，范围覆盖了社区、学校、楼宇、园
区，健身项目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注册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 2113 人，占常住人口数的 3.26 ‰。
　　此外，黄浦区建有 1 个区级市民体质监测指导中心、
1 个区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10 个智慧健康驿站，社
区市民体质监测实现 10 个街道全覆盖。每年为逾万名
市民群众提供免费体质测试，坚持每月 20 日在南京路步
行街为市民提供免费体质测试和科学健身咨询活动。体
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事业比例达 91.57%。

以赛带动，人人来赛

　　单腿绕过 20 个障碍，花式绕桩、轮舞……轮滑赛
场上，参赛选手们各展身手，一个个高难度动作轮番上
演。在黄浦区，轮滑国际赛事、全国锦标赛已举办多
年。黄浦区是上海“旱冰场”的发源地，轮滑运动也是
黄浦区近 40 年来精心打造的“一区一品”。上海市轮
滑运动协会主席顾卫峰表示，协会方面提升轮滑形象
与附加值，从而使培训、装备、赛事“三驾马车”齐头并
进，将上海轮滑产业发展提升到更高水平。
　　据了解，黄浦区有黄浦少体校、卢湾少体校两个国
家高水平后备体育人才基地、58 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其中两所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11 支二线运动队、
20 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注册运动员 1955 人；开设了
32 个奥运会（全运会）训练项目、7 个非奥运会训练项
目；在编教练员 132 人，其中高级教练员 31 人，60 名
教练员在 56 所传统体育中小学校带训；每年向上海
市二线训练单位输送优秀运动员苗子 80 人左右，位
于上海全市前列。
　　专业赛事带头走，大众体育齐跟进。2019 年 3 月
22 日，黄浦区全民健身活动品牌———“黄浦·我来赛”
正式发布，第一年就举办赛事 181 场，吸引超过 10 万
余人参与。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黄浦·我
来赛”采用“线上+线下、白天+夜间、赛事+培训、传统
+现代”的多元化办赛模式，吸引各方社会力量参与，
全年举办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222 场，带动线上线
下市民近 50 万人次参与。
　　上海市黄浦区体育局副局长潘敏虹表示，黄浦区
将建成全覆盖、均等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盘活
存量资源，建立与“中央活动区”相匹配的高品质市民
健身环境；重点挖掘黄浦滨江岸线等公益性建设用地
等资源，建设一批兼具时尚元素场景的过渡性体育场
地，如足球场、极限运动场、游憩性体育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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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2 月 28 日电（记者乐文婉、
潘志伟）初春午后，武汉市汉马俱乐部夹河路
足球场上，小学生球员们或带球过人，或练习
传接球，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数百米外，火车
不时从铁轨上轰鸣而过。
　　这四片修葺一新的五人制足球场曾是
铁轨旁堆放渣土的荒地，于 2019 年建成社
区足球场。据球场负责人李轩介绍，场地周
边有西大街小学、建港中学等多所中小学
校，还有不少社区。“自去年底以来，我们平
均每个工作日接待 80 人，周末可达到 200
人。”
　　“我每周都要来踢三、四次球。”在附近钟
家村小学新区分校读五年级的张惠婷说。两
年半前，在家人和朋友的影响下，张惠婷喜欢
上足球。如今 10 岁的她已代表学校参加过
三场校际比赛。
　　去年疫情期间，无法外出的张惠婷每天
都会穿上球鞋，在家练习颠球。而今年为了

配合疫情防控，学校的足球场也在假期停止
开放。因此，家门口的足球场成为张惠婷与
伙伴练习足球的首选场地。
　　“踢足球不仅能提升身体素质，还能释放
压力。小时候我总是生病，现在几乎都没有
了。”张惠婷说，“我也很开心，自己身边踢球
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社区足球场能为周边学生和居民提供
娱乐与锻炼场所，对培养足球人口、足球文化
至关重要。”武汉汉阳区足球第一青训中心主
教练周超说。从职业足球俱乐部退役后，周
超开始从事足球青训工作，培养“娃娃们”对
足球的兴趣。
　　“这里的硬件设施和教练都很好。”陪儿
子从汉口赶来训练的李迎说，“孩子能在草
地上自由奔跑、呼吸新鲜空气，还能交到不
同年龄段的朋友。踢球以后，他变开朗了很
多。”
　　除了青训，夹河路足球场也面向附近

居民开放。“每天早晨 7 点到 9 点，场地
免费向公众开放。”李轩说，在其他空闲
的时间段，人均消费数十元便可以踢上
一场球。
　　 53 岁的阮辉是住在附近的足球爱
好者，每周都会到此踢上两场球。“从我
家开车过来只要 20 分钟。这里收费合
理，停车方便，还能随时在手机上预约场
地。”
　　在距离夹河路足球场 3 公里的地方，
是集足球、网球、篮球、游泳等多种项目于
一体的体育商业综合体——— 向阳体育公
园。据项目总经理夏天介绍，公园将在 3
月底正式投用。届时，园内的 3 片九人制
足球场与 1 片七人制足球场将惠及更多
足球爱好者。
　　这两处足球场是武汉千余个社区足
球场的缩影。2019 年 3 月，武汉成为全
国首批 6 个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

城市之一。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体
育总局的指导下，武汉高度重视推进社区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复合利用公园绿地、
江滩、社区内空地等公共空间建设社区足
球场。
　　截至 2020 年底，武汉足球场地数量
超过 1500 片，超过全市 1377 个社区的社
区总数，平均每万人达到 1.25 片。“每个具
备条件的街道均有社区足球场，较好解决
了市民踢球难、踢球远、踢球贵等问题。”武
汉市体育局新闻发言人万敏说。
　　“武汉有浓厚的足球氛围与庞大的足
球人口，常年踢球人数超过 100 万人，对
足球场地的需求量也随着足球人口规模的
扩大而日益变大。”万敏说，未来武汉还将
围绕规划选址、设计、建设、运营、资金筹措
等方面，全方位探索社区足球场地设施规
划建设和运营维护机制。
     （参与采写：殷泽昊、杨祖赓）

出家门见球门：武汉足球文化在社区生枝发芽

　　江苏足球俱乐部 28 日宣布停止运营，上
赛季中超冠军基本无缘新赛季准入。看似匪
夷所思、令人震惊，却又有尘埃落定之感。毕
竟，过去几个月里中国足球俱乐部艰难求生
的故事屡见不鲜：从天津到重庆、从河南到河
北，这还不算苦苦挣扎的多支中甲、中乙俱
乐部。
　　中国足球怎么了？
　　时间拉回到五年前，苏宁集团刚接手俱
乐部时，中超正身处蒙眼狂奔的时代。转播
版权卖出天价，各家俱乐部花钱如流水，大牌
球员、主教练纷至沓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足
坛的淘金乐园。几年来，苏宁大手笔投入，引
入特谢拉、拉米雷斯等高水平球员，球队战绩
也一直处于中超前列，上赛季还拿到中超
冠军。
　　金元足球攻势下的中超，客观上说观赏

度大大提高，但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球员飞涨的薪水成为俱乐部运营支出的“大
头”，严重缺乏造血能力让俱乐部收支极不均
衡。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 2018 年平均收入
为 6.86 亿元，平均支出 11.26 亿元，平均亏损
4.4 亿元。同时，国家队战绩每况愈下，中超
被认为是虚假繁荣，并无利于中国足球水平
的真正提高。
　　正是看到了金元足球的不可持续性，近
年来中国足协推出一系列限薪举措，得到俱
乐部的广泛支持，堪称有针对性的自医之举。
但沉疴难以速愈，2020 年有多达 16 支职业
俱乐部退出中国足坛，其中包括辽宁这样的
老牌球队。
　　当然，俱乐部的“进”或“退”本身也是市
场规律的一部分。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大环境
紧张，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足球投资人或多

或少受到影响，其中不乏遭遇经营困境者。
以江苏为例，俱乐部投资方是江苏苏宁，苏
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今年初就表示要聚焦
零售主赛道，主动做减法，“该关的关，该砍
的砍”。其上市公司苏宁易购 2020 年公告
业绩亏损，此后又宣布停牌筹划控制权变
更事项。
　　无论是江苏还是辗转求生的天津、河
南、河北队，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爆发危机或
有偶然，但盲目投资、无限输血的狂欢泡沫
终有破灭的一天。正如去年初退出的足球
投资人孟永强所言：“投入和产出严重失
衡，大多数投资人靠情怀和幻想政府支持
在坚持，可现实很残酷，总会有坚持不住的
时候。”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目前
看，短期阵痛不可避免，眼下最重要的是能

在阵痛期内挤掉脓包，重装再出发，而不是
深陷迷茫或懊悔。《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早已为中国足球勾勒出振兴之路，当
非理性的盲目发展被证伪，中超需要尽快
回到正轨之中。制定更科学的俱乐部财务
管理制度，推动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切
实降低俱乐部无意义的高成本支出，改善
联赛运营环境和水平，鼓励投入青训，提高
俱乐部造血能力，都是能让俱乐部实现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手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泡沫早些破掉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国职业足球在高速野
蛮生长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分水岭”。
尊重足球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坚持青训，
久久为功，中国足球终将迎来真正的黄金
期和收获季。
 （记者王恒志）新华社南京 2 月 28 日电

中超冠军或无缘新赛季，中国足球怎么了？

2 月 19 日，工作人员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场平行大回转赛道前进行数据采集作业。新华社记者贺长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