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体育2022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三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胡
佳丽）把运动会搬到家门口
是种什么体验？三大球、炫
酷滑板、动感电竞、暴汗飞
盘……畅快运动后和三五好
友逛夜市、品美食，这样优哉
游哉的夜生活景象已连续四
年在天津市河西区上演。
　　作为河西区政府联合天
津市体育局、天津市商务局
及渤海体育重点打造的品牌
项目，2019 年起，哪吒体育
嘉年华聚集多方资源，以全
民健身为载体，挖掘体育消
费潜力和新模式，致力打造
顶尖“夜经济”品牌。
　　今年 7 月到 8 月的一
个半月时间里，这里共举办
各类体育赛事千余场，举办
各类文化娱乐活动 22 项共
计 90 余场。四年来摸着石
头过河，“体育+”发展模式
如何实实在在地惠民生、促
消费？哪吒体育嘉年华给出
了一种解答。

　　惠民生：追求互

动性与体验感

　　“从 2019 年至今，我们
力求每一届活动都给大众带
来不一样的感受，越来越多
的人期盼着每年的活动，不
断询问开始时间，让我感受
到了一路走来做这项活动的
意义所在，整个团队工作起
来也乐在其中。”活动总策划
吴宇宸说。
　　以市民对体育的多样化
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哪
吒体育嘉年华的初衷便是让
市民“零距离”体验各类体育
运动，将平时少有机会接触
的项目搬到市民家门口，为
百姓了解和参与其中提供
便利。
　　据介绍，本届哪吒体育
嘉年华的比赛项目由第一届
的五大项增加到 20 大项。除专业赛事外，还增加了
更多互动性内容，将既有的足、篮、排场地进行改造，满
足多种功能，由此衍生出了沙滩上的飞盘比赛、篮球场
上的全民体能赛等等。此外，通过专业灯光、音响及视
频设备，市民能够沉浸式体验运动的魅力。
　　通过让市民观看和亲身参与比赛，哪吒体育嘉年
华希望传播和共享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现在，每年参
与嘉年华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
　　大众沙滩排球系列赛是哪吒体育嘉年华最具特色
的赛事之一。作为天津市建设“排球之城”的重要活
动，本届赛事通过融合比赛、教学、娱乐、线上直播等活
动，培养大众对排球的了解和喜爱。
　　连续参加四届沙排比赛的选手刘萍感慨道：“作为
四届元老，亲眼见证了哪吒体育嘉年华每一年的变化，
从第一年我还是个学生，到今天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一
年一次的比赛让热爱排球的小伙伴们聚集在这里，也
给了离开校园许久的人们再次上场热血比拼的机会。”

促普及：让新兴小众项目走向大众

　　哪吒体育嘉年华始终秉承传统项目与新兴项目、
大众运动与小众运动相融合的办赛理念，四驱车、街
舞、滑板、飞盘等新兴运动都在本届活动中与市民
见面。
　　滑板作为街头运动的代表广受青少年喜爱，近几
年逐步走进竞技体育领域，成为奥运会、全运会、亚运
会的比赛项目，哪吒体育嘉年华也早在 2020 年就将
其纳入活动。
　　王喆是 Home Town 滑板街区的主理人，连续参
加了三届嘉年华。他表示，在哪吒体育嘉年华创办前，
天津市滑板大型赛事活动很少，三年前嘉年华增设了
滑板项目，那是自己首次承办较大规模的滑板活动。
　　“哪吒体育嘉年华是一个绝佳的平台，我们在这三
年中借助平台宣传滑板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
并接受滑板这个项目。除了青少年，下至 3 岁、上至
50 多岁的市民都曾报名学习。天津滑手的综合能力
也在稳步提升，最开始我们需要请外地滑手来带动氛
围，如今本地滑手也有能力登上全运会的赛场了。”王
喆说。

促消费：用综合性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经过四年的摸索，哪吒体育嘉年华的运营愈发成
熟，打造出“体育+文化+经济”的综合消费模式，进一
步激发出市场活力。
　　据渤海体育总经理耿义晟介绍：“本届活动包含开
幕式、曲艺之夜、老年消费之夜、全民健身之夜、潮流之
夜、体能挑战之夜、决战之夜七大主题。其间，体育、市
集、文娱、餐饮四大板块的 40 余家商户进驻活动会
场。”
　　创意市集、街机争霸赛、体能挑战赛等文娱互动环
节同步上线，演艺集团演出、脱口秀竞演、亲子戏剧工
作坊、戏曲体育跨界演艺秀等活动也轮番登场。
　　四年来，哪吒体育嘉年华在初始以足篮排传统项
目为主打的基础上迅速孵化，衍生成集体育、文化、商
业、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型体育主题夜经济街区。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的活
动期间，项目销售额总计高达 3000 余万元，客流量总
计达 110 万人次，不仅促进了消费，更带动了商业街
区的整体发展，使得商区收益每年均有跨越式增长。
　　据悉，主办方已着手筹备第五届嘉年华，并表示将
继续以增强参与者的体验感为出发点，让市民在竞技
中享受快乐，由此吸引更多人参与运动健身。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9 月 12 日电（记者
张修智）12 日晚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进行的 2022 摔跤世锦赛男子古典式 63 公
斤级铜牌争夺战的结果，是对技巧、勇气及策
略的奖励。
　　六分钟的鏖战后，当终场哨声响起，29
岁的中国选手托尔巴图高举双臂庆祝时，电
子记分牌上的比分定格于 4：1，来自伊朗的
内贾蒂颓然蹲在场地边上，托尔巴图赢得了
一场没有争议的胜利。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胜利。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托尔巴图遭遇格鲁
吉亚选手莱里·阿布拉泽，以 1：4 失利。因为
阿布拉泽晋级决赛，托尔巴图获得参加复活
赛机会。
　　在随后的复活赛中，托尔巴图以 6 ：0
击败 2022 年亚锦赛冠军、吉尔吉斯斯坦
选 手 沙 尔 申 别 科 夫 ，获 得 争 夺 铜 牌 的 入
场券。
　　当晚的铜牌争夺战在开赛的哨声响起之
前就已开始。
　　斯塔克竞技场内响起激昂的音乐，西北
角海蓝色的选手进场处，闪现出托尔巴图的
身影。身高 1 米 6 的他，双手掐腰，目光炯
炯，展现出强大气场。随后，他迈着自信的步
伐，走向竞技台。
　　赛后教练组透露，托尔巴图登场前展现
的自信满满的身体语言，也是比赛策略的一
部分，而事实证明，托尔巴图的自信统治了整

场比赛。
　　上半场进行到 1 分 32 秒时，因为托尔
巴图的积极主动进攻，对方被判罚跪撑。托尔
巴图把握住了机会，制造滚桥得分，以 3 ：0

领先。
　　然而晋级到半决赛的内贾蒂毕竟实力
不俗。下半场开场不到一分钟，托尔巴图被
判罚跪撑。

　　令人惊奇的是，托尔巴图仅仅用了 10
秒钟，躬身、崛起、左旋、右旋，从跪撑中成
功解脱、站立起来。随后裁判叫停，高出托
尔巴图半头的内贾蒂，双手抱头，难掩
沮丧。
　　“这次跪撑的解脱是胜利的关键点，
没 让 对 方 得 分 。”赛 后 托 尔 巴 图 对 记
者说。
　　教练盛江说，身高本来是托尔巴图
的劣势，但托尔巴图把这一点变成了优
势。“赛前我们制定的策略就是，如果被
判跪撑，不能消极防守，而要争取站起
来，托尔巴图利用身体灵巧的优势实现
了这一点。他完整实现了赛前的每一个
策略。”
　　据盛江观察，本届世锦赛所有古典式
摔跤比赛中，很少有选手能从跪撑中解脱、
站起来的。托尔巴图这次成功解脱弥足
珍贵。
　　这也让中国男子古典式摔跤从开赛三
天来的沉闷中“站立”起来，让中国队收获
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块奖牌。因疫情原因，中
国摔跤队已经阔别世锦赛三年，这块奖牌
的意义不言自明。
　　颁奖仪式上，摄影记者抓拍到手捧奖
牌的托尔巴图沉醉的神情，也捕捉到他望
向冠军的羡慕眼神。
　　这大约也是中国摔跤队的整体写照：
立足既有，渴望超越。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朋友圈晒头盔紧身运动服骑行照片成
时尚”“几十人组团骑轻松骑百公里”……近
来，多地出现骑行热，凭借运动健身、时尚、科
技等新元素，“沉寂多年”的自行车重回公众
视野，引发新一轮消费热潮。“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发现，兼具交通代步与户外运动功能的
自行车销量一路走高，中高档自行车线上线
下“一车难求”。

　　自行车凭借运动、时尚、科技

元素回归

　　在北京长安街上，全身装备酷炫的自行
车骑行爱好者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线。一些骑
友已经不满足于周末“刷长安街”“刷二环”，
而是骑行日常通勤。
　　“这两年明显感到骑行升温。我住在海
淀、工作在国贸，15 公里的路程经常骑车上
下班。”北京市民刘先生说。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
民慢行出行意愿持续提升，自行车年骑行量由
2017 年的 0.5 亿次提升至 2021 年的 9.5 亿次。
　　随着城市绿道的建成，骑行成为热门户
外休闲方式之一。有的城市周末最热门的骑
行路段还会“堵车”。
　　骑行热带火了自行车销售和租赁，中高
端山地车、公路车“一车难求”成常态。
　　天津武清区一家单车生活体验馆负责人
李秋菊说，今年以来，所有品牌销量大涨，比
去年同期增长 50%。
　　记者走访多家自行车专卖店发现，今年
以来，很多公路车出现缺货。北京西城区一家
自行车品牌旗舰店店主张先生说，最近两个
月，万元级专业比赛用的公路车全国缺货，预
订需要等待 3 个月。

　　一家自行车租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五一”至今，公司的自行车租赁业务十分
火爆。除了天气最炎热的时段，公司车辆供不
应求，周末用车必须提前多日预约。
　　此外，自行车相关产品的线上销售也非
常火爆。记者从京东商城了解到，“618”期间，
自行车零配件的成交额同比增长 100%，骑行
穿戴装备的成交额同比增长 80%。多个品牌
的码表、头盔成交额同比增长 300% 以上。

骑行热缘何兴起 ？

　　多位专家指出，受疫情影响，人们的远途
出行减少，更多是在市区及周边郊区开展户
外活动，自行车成了最好的选择。
　　北京体育大学户外运动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孙海滨说，骑行热并非突发现象，这些年一

直在逐步升温。很多城市规划理念发生转
变，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满足了更多骑行需
求；不少城市搞全域体育旅游，举办专业级
骑行赛事，带动更多人加入骑行。
　　这两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骑行队
伍，一家三代数口人共同骑行很常见。北京
市朝阳区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王长昆说，
骑行爱好者数量快速增长，从专业级运动
员、骑行俱乐部成员、退休职工等群体为主
变成了全年龄段市民。骑行爱好者“群体扩
容”“人均数辆”共同带动了自行车销量
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骑行还从健身运动变
成社交活动。孙海滨说，年轻人加入骑行
所展现出的阳光、时尚，也带来骑行运动
属性的悄然变化，部分年轻人骑行不仅为
了健身运动，更是社交“打卡”塑造个人形

象的心理需求。专业级自行车本身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小众市场，业余爱好者蜂拥而
至，导致中高端自行车供不应求。

国产自行车质量提高品牌崛起

　　多位专家表示，“3 个月等一辆车”，部
分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国外品牌的中高端
自行车产能不足。
　　“国产品牌因供应链完整，正在迅速扩
大产能赢得市场。”珠海一家自行车配件企
业负责人刘春生说，公司生产的国产变速
器弥补了进口的缺口，客户企业采购后打
造了安全稳定的国内产业链，今年以来销
量同比增长 60% 以上。
　　多位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山东、江苏
以及深圳等地本土企业的国产山地车、公
路车渐渐在骑行圈活跃起来，国内企业的
创新活力也被激发出来。
　　刘春生说，机械变速器绝大部分市场
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目前，企业进行核心
零部件创新，研发和生产下一代变速器。
　　天津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总经理杨玉
峰用手机向记者演示一款 App，骑手既可
以结交附近车友、实时聊天、组建骑行团
队，还可以在虚拟赛道上比赛，兼具运动和
社交功能。通过车载传感器，App 实时监
测身体状态，对故障车辆远程维修提供技
术支持。“这可有效保障骑行人员的健康。”
杨玉峰说。
　　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
文玉说，行业将抓住消费升级新机遇，扩大
市场，继续扩大中高端运动自行车供给，不
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郭文玉说，目前，我国自行车产品档
次和附加值进一步提高，自行车产业显
示出持续稳定发展的较强韧性和较大潜
力。未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必将推动自行车产业生态加快创
新、产业体系加速重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新华社堪培拉 9 月 13 日电（记者白旭、
岳东兴）澳大利亚资深体育记者特蕾西·霍尔
姆斯对很多中国运动员的了解可能超过不少
中国民众。
　　霍尔姆斯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知名主
播，曾在悉尼奥组委担任媒体官员。从 1992
年开始，她参与过 14 届奥运会的报道，在中
国工作生活了大约 10 年。
　　在她看来，体育赛事能够帮助建立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理解与信任，帮助消
除误解和猜疑。
　　霍尔姆斯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的
曾曾祖父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19 世纪
50 年代从中国福建来到澳大利亚，“淘金热”
期间为一些矿工治病，后来定居下来。
　　十多年前，这位体育主播曾到中国香港
工作，其间她第一次到访北京。
　 　“我 丈 夫 曾 在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工作，当时公司希望派驻他到北京。”

霍尔姆斯回忆说。
　　她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刚到北京时的心
情。“从我走下飞机时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很
奇妙的回家的感觉。”她说，“那是一个热闹、
有活力的城市。”
　　她称那次到访为“探索之旅”。他们当时
为了租房、给孩子找学校而忙碌，同时也参观
了不少风景名胜，比如长城、故宫，还到冬天
结冰了的后海去滑冰。
　　“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它们有着
厚重的历史。”霍尔姆斯说，“它们有很多精彩
的故事。在中国，你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了解
所有这些故事，因此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在中国，霍尔姆斯曾在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工作数年，交了不少朋友。
　　她采访过很多中国运动员，包括刘翔、李
娜、郎平等。其中对姚明的采访让她印象深刻。

“我一直仰着头，他实在太高了。”她笑着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霍尔姆斯担任节

目主播，她说：“当时全世界（运动员）第一
次来到这里，感受北京的一切。”她称赞奥
运会的开幕式“非常出色”。“尤其是那名运
动员（李宁）手拿火炬奔跑，最后点燃圣火，
实在太震撼了。”
　　谈到她在中国工作的经历，霍尔姆斯
说：“我一直觉得很舒服，我有很多朋友，我
觉得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分享了
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分享了好吃的饭菜，分
享了欢笑，那段经历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
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14 年后，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
那也是霍尔姆斯最近一次来中国——— 采访
冬奥会，她看到了北京的发展变化。“但是
我还可以看到熟悉的地标，这让我感到兴
奋，迫不及待地想要降落，想要走到街头巷
尾，跟朋友相约去吃饭。”
　　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影响，她表示运动
员们在冬奥会期间普遍感到“非常安全”。

　　“事实上，新冠肆虐的两年里，在世界
各地的赛事中，这里是他们觉得最安全
的。”她说。
　　从 1989 年从事体育新闻报道至今，
霍尔姆斯说她已采访 14 届奥运会。回顾
那些难忘的经历，她表示，奥运会所蕴含的
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文化体育交流，让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因为以体育为载体的人与
人的交流在她看来非常重要。“当全球的运
动员走到一起，这有助于相互理解，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她说。
　　今年是中澳建交 50 周年。霍尔姆斯
表示，中澳关系“像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有时
道路会崎岖不平”，但她对两国关系充满
信心。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生活在同
一个星球，保证它有一个和平的未来符合我
们双方的利益。”她说，“在未来的发展中，
我希望体育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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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奥运会 30 年的澳大利亚主播在赛场了解中国

2 0 2 2 摔 跤 世 锦 赛中国首块奖牌诞生记

  ▲ 8 月 7 日，参赛选手在自行车穿越赛中。当日，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景区举行“峰林
骑行”自行车穿越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车手参加了比赛。 新华社发（吴勇兵摄）

  ▲ 9 月 12 日，中国选手托尔巴图（下）与伊朗选手内贾蒂在铜牌争夺战中。
                新华社发（普雷德拉格·米洛萨夫列维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