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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影婆娑，海风徐徐。绚烂的
灯光下，一场激烈的九人制乡镇排
球赛在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紧张
进行。

场上，不少或赤脚或穿着人字
拖的球员不时上演暴扣、鱼跃救球
等精彩表现；场下，村民们全情投
入，铆足劲打镲、挥旗，为球队加油
助威。

“我非常享受拼尽全力，在汗水
中收获胜利的喜悦滋味。大家一起
配合、共同拼搏的感觉很棒。”代表
东阁镇出赛的文昌中学高三毕业生
潘家伟说，他小学时就在村里看大
人们打球，生活早已和这项运动密
不可分。

在海南，排球是最受欢迎的体
育运动之一，无论在城市还是乡
村，排球爱好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人少时，两人对打，人多后分作两
队比赛。从传统排球到凳子打球、
牵手打球，海南人总能把排球玩出
新花样。

“文昌几乎每个村都有排球场，
每天都有一两场排球比赛。”当地排

球爱好者黄梓说，一到傍晚，大小村
镇的球场上就会默契地聚集起男女
老少，不受场地、人数、规则限制，只
要想打，拉起一张渔网也是快乐的
天地。

文昌今年的乡镇排球赛除下辖
17个乡镇外，还邀请了其他市县的
队伍，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随
着一场场比赛进行，“村排”也像“村
超”“乡村篮球赛”一样，因其“土生
土长”“原汁原味”走红。

接连“出圈”的乡村体育赛事背
后，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乡村居民
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追求。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副教授骆为祥认为，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国家政策推动和媒体宣
传，中国人对于体育锻炼的知识愈
加丰富，加之社会包容性与多样性
不断增强，这些都助推了全民健身
的发展。

从日落到深夜，一个个小小的
排球在不同人手里旋转，仿佛万花
筒，不停转出人们快乐运动、享受生
活之美的画面。

中国人在运动中享受生活之美
23名烟台籍运动员
将参加杭州亚运会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
晋）第19届亚运会将于9月23日至
10月8日在浙江杭州举办。记者昨
日从市体育局获悉，将有23名烟台
籍运动员参加杭州亚运会。他们将
在田径、足球、篮球、橄榄球、手球、游
泳、跳水、击剑、柔道、跆拳道、赛艇、
帆船、小轮车、场地自行车、电子竞技
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在这份名单中，记者看到了很多
熟悉的名字：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
刘诗颖、奥运会女子重剑冠军孙一
文、跳水世界冠军练俊杰、田径世锦
赛女子铁饼冠军冯彬、跆拳道世锦
赛男子63公斤以下级冠军梁育帅、
女篮亚洲杯冠军李缘、女足亚洲杯
冠军张睿等。

上届亚运会，共有21名烟台培
养输送的运动员出征雅加达，参加了
包括田径、射击、击剑、篮球等13个
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夺得6枚金
牌、9枚银牌、4枚铜牌，三人三次打
破亚运会纪录。本届亚运会，希望烟
台健儿能够再接再厉，奋力拼搏，回
馈家乡父老的支持。

长三角地区发布
“健身合同示范文本”

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 以预
付式为主要消费模式的健身行业，近
年来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长三
角地区发布的“健身合同示范文本”，
有望解决消费者“退卡难、退费难”的
问题。

记者从上海市体育局获悉，由该
局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体育局和市场
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长三角区域体育
健身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3版）》
已于近期正式发布。2023年9月1
日起，长三角区域内的体育健身行业
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参照该示范文
本订立合同。

该“健身合同示范文本”参照《上
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2021版）》（以下简称《上海
2021版》），并实现“三个一”升级：一
是统一“冷静期”做法，设置七天冷静
期全额退款条款，对长三角区域体育
健身领域的冲动型消费者提供了有
力保障。二是倡导“一卡通用”，针对
长三角区域人员流动频繁、健身企业
跨省市连锁经营的特点，合同明确了
会籍、办卡、解约、退费等体育健身核
心要素的约定，尝试让消费者持一张
卡可以在长三角区域同品牌门店通
用。三是统一一个“计费公式”，合同
沿用《上海2021版》创设的公式，确
定余额计算方式，明确约定退费期
限，力求使长三角消费者的退费标准
一致。

据了解，《上海2021版》推广两
年多来，全市共有22家主流健身品
牌的751家门店承诺使用示范合同，
共签订示范合同87万余份，依据“七
天冷静期退费”条款，累计为15058
名消费者解决了退款诉求。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8月8日是中国全民健身日。为了纪念北
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鼓励人们更广泛地参与体育健身，享受运动
带来的健康快乐，这一节日应运而生。

从北京“双奥”到成都大运，再到即将举办的杭州亚运，赛场内，运动
员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步履从未停歇；赛场外，越来越多中国人在享受运
动带给生活的快乐与美好。

夏日清晨，上海这座繁忙的现
代都市仍枕着黄浦江水“沉睡”，

“70后”跑友霍井轶却已在熹微晨
光中，和着江水拍打堤岸的节拍，用
路跑开启自己新的一天。

“每次跑步都是一段和自己相
处的旅程。”从事金融业多年的霍
井轶青年时代逐渐爱上体育运动，
人到中年选择重启路跑。9年多
来，他一直坚持着这项“享受孤独”
的运动。

换上健身服、穿上运动鞋，抬起
脚、迈开步。在跑友们看来，跑步代
表着最简单的快乐。无论是在专业
运动场，抑或是富有生活气息的城
市公路，跑步带给他们的都是大汗
淋漓、浑身通透的酣畅。

在上海这座拥有2400多万常

住人口的城市，像霍井轶一样经常
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全市总
人口的一半。在中国，这个数字已
超过5亿。到2035年，全国经常参
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到45%
以上。

健步走、跑步、自行车，越来越
多的人热情参与各项体育运动。据
霍井轶观察，路跑圈出现了很多中
年人的身影，跑步让他们心情愉悦，
更有利身体健康。

如今，保持有规律的运动早已
成为霍井轶的生活方式。清晨，他
喜欢在外滩晨跑，耳畔是奔流不息
的黄浦江水，不时还有轮船的鸣笛，
眼前则是历史与现代感交织
的都市街景，这些都是他每段

“孤独旅程”的美好点缀。

尽管立秋已至，但有“火炉”之
称的湖北省武汉市仍旧暑热未消。
每天傍晚，热衷户外运动健身的人
们迎着晚风，在运动场挥汗如雨。

在常青体育主题公园，往来健
步走和跑步的居民将2公里的环
形绿道占得满满当当；不远处的运
动园，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篮球
场、羽毛球场飞扬青春；而在健身
广场，广场舞队伍则随着歌声翩翩
起舞。

今年52岁的丁丰梅站在队伍
最前列，“左边、右边、转圈圈。”她
一边跳，一边喊着口号，带着40多
人踩准音乐节拍。

丁丰梅和舞友们都是公园附
近的居民。公园改建前，她们只能
在路边跳广场舞，既有安全隐患，
也担心噪音扰民。“现在就没有这
些顾虑了。这里很开阔，大家跳得

也更尽兴更享受。”
截至2022年末，中国共有体

育场地422.68万个，常青体育主题
公园是其中之一。其所在的江汉
区是武汉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为
了更好满足各个年龄段居民的健
身需求，公园耗时两年完成改建。
目前，公园日均锻炼健身人群
5000至8000人。

中国发布的《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提出，到2025年，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到2035年，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
成为普遍生活方式。

许多像常青体育主题公园这
样的场地得以建设、改建，不少城
市体育馆及赛事场馆也在赛后向
市民敞开大门，人们在运动中享受
生活的小幸福得以在家门口实现。

路跑：享受一段孤独旅程

家门口的“运动自由”

掌心中旋转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