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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者、政府和市场皆大欢喜

一场三方共赢的文体盛宴盛宴
4月21日，2024长岛环岛马拉松顺利完赛。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段，全国有53场马拉松赛事，46.6万跑步爱好者正奔跑在不同的赛道上；当

日，仅山东省就有三场马拉松赛事，分别是长岛马拉松、青岛马拉松和邹平马拉松。
数据显示，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到2019年的1828场；疫情过后，

2023年全国全年共举办路跑赛事已达580场，参赛总人次达550万。目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仍处于飞
速发展阶段，赛事规模和办赛水平正在飞速提高。可以预见，今年的赛事场次将轻松超过去年。

出现“马拉松热”，其实是跑者、地方政府和市场各取所需、共同加持的结果。在这个良性循环的大
背景下，可以预见，马拉松会越来越热。

跑步爱好者数量井喷

“时隔9年，终于圆梦，弥补遗憾
完赛加PB！”21日上午11点21分，凌
静在微信朋友圈里如是写道。她是本
次长岛马拉松赛的跑者之一，也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这段文字下面配了九
宫格，其中八张是她本次参赛的照片，
而第九张却是9年前的朋友圈截图。

9年前的朋友圈，也配了一段文
字，内容是：“遗憾地想哭，现在闭关时
间还没到，6.0975公里，1小时34分
钟的时间走也走到了，但是我的脚踝
没办法坚持了，最遗憾的是答应一勤
给他赢回一个海星奖牌的，妈妈争取
下次一定拿到！加油！”

上面这段文字，记录了她9年前
参加长岛马拉松时，由于没有完赛导
致的沮丧心情，与“时隔9年，终于圆
梦”形成强烈对比。

这就是马拉松的独特魅力，运动
本身带来的心灵冲击，外人难以体会。

其实，凌静最早并不是一名体育
爱好者。多年之前，在医生的建议下，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她开始跑步，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不久前，她还参加了
养马岛女子马拉松赛。

凌静并非个例。近些年以来，适
度运动已逐渐成为生活刚需，参与马
拉松因此蔚然成风。

与乒乓球、篮球、足球、羽毛球等
运动相比，跑步或快走的参与门槛更
低、参与方式更灵活方便，而一旦参与
进来，跑步过程中的自我挑战、自我超
越带来的强大心灵触动，又会让人深
陷其中，并逐渐形成强烈希望参加各
种集体跑步活动的特有心态。于是
乎，各种跑团应运而生。

本次长岛马拉松就迎来了滨州市
博兴县的一个由50人组成的跑团。
该县马拉松协会负责人朱庆敏告诉记

者，从2015年开始，特别是疫情之后，
该县跑步爱好者规模迅速扩张，“原
来，操场上跑步的人寥寥无几，现在变
得人山人海。”

据悉，当天该县还有两个跑团分
别奔赴青岛和邹平，去参加另外两个
马拉松，总人数接近200人。

“正好是个周末，长岛风景又不
错，又能跑步又能旅游，大家AA制包
辆大客过来，也花不了多少钱，组委会
给订的酒店，住宿也很便宜，我们就一
块过来了。”朱庆敏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全国范围内如此多场
次的马拉松赛事，场场都能爆满，规模
庞大的跑步爱好者群体是基础。

体育搭台，旅游唱戏

“长岛马拉松赛事，对于拉升长岛
知名度作用明显，选手们在参赛的过
程中，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长岛独特
的海岛风光。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努
力，把赛事做好，发挥赛事对长岛旅游
的带动作用。”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
试验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田存基
如是说。

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的背后，赛
事活动搭台、地方文旅唱戏是主流思
路。

以长岛环岛马拉松为例，“长岛旅
游”元素被精心安排，并随处可见。

首先是赛事时间安排。作为北方
海岛县，长岛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旅游相关产业也是该地的支柱产业之
一，是当地老百姓的重要口粮来源。
但是，受气候影响，长岛旅游淡旺季分
明，每年5-10月是旅游旺季。

把赛事活动安排到4月下旬，正
好避开了旅游高峰期吃住行的接待压
力，也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
预热。

其次是赛事路线安排。为了展示

旅游资源，本次环岛马拉松，路线尽量
沿海岸线展开，几乎串联起了岛上所
有知名景点，如九丈崖、月牙湾、仙境
源、峰山林海、黄渤海分界线等。沿途
优美的景色，既为长岛旅游打了广告，
也给跑者带来了愉悦感受，这成为长
岛马拉松的最大特色。

连赛事补给站和完赛区的各类补
给食品，也都充满了地方特色，比如鲅
鱼饺子、海带面、扇贝等。另外，奖牌、
奖品，参赛包、完赛包……无不渗透着
长岛旅游的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沙滩足球等
其他体育项目，马拉松的参与人数更
多，且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更能实现地
方政府利用赛事活动拉升地方品牌、
宣传地方旅游的目的。而且，马拉松
赛事无需专用场馆，利用既有道路便
可开展活动。

比如，参加此次长岛马拉松的，几
乎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数量庞
大的参赛选手，在完赛后带着极具长
岛特色的奖杯、奖品和完赛包回到各
自城市，全部变身长岛旅游的免费宣
传员。这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而
言，商业价值不言而喻。

也正因此，全国各地，特别是旅游
资源丰富的地方，都不约而同地在政
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创办起马拉松赛
事。

赛事经济应运而生

爱好者愿意参加、地方政府愿意
牵头主办，赛事经济也就应运而生。

继续拿长岛马拉松举例。长岛各
类渔家乐、宾馆林林总总，虽然5-10
月一房难求，但4月下旬尚处淡季。
赛事吸引来近万名游客，这对于当地
宾馆饭店等服务业从业者而言，无疑
是个难得的商机。

另外，赛事承办也成为了一些体

育公司不错的选择。单从赛事收入的
角度考虑，马拉松相关赛事秒杀普通
的足球、篮球等商业赛事。比如，一场
篮球商业赛事，承办公司既
要负责双方球队的吃住交
通费用，还要给双方球队
掏点出场费，而门票收入
到底如何，却是个未知
数。

承办马拉松赛事，不
仅不用承担运动员的吃
住、交通、出场等费用，而
且数量庞大的参赛者还
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参赛
费用。仅此一项，就为承
办比赛打下了坚实的经济
基础。

另外，由于马拉松赛事更能调动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此，承办此类赛
事，就能在交通管控、赛事安保、医疗
救助等等环节，得到政府的更多支
持。正是由于政府的支持，相关赛事
的赞助工作也会更加容易开展。

相较而言，承办马拉松赛事，比承
办普通篮球、足球等赛事优势明显，这
也催生了一批专门承接马拉松赛事的
体育公司。

在跑者、政府和市场三方共赢、共
同加持下，中国的马拉松赛事方兴未
艾。

无独有偶。近日，国家体育总局、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
圈”活动（简称“三进”活动）的通知，也
在宏观大政策层面为马拉松运动带来
重大利好。

然而，“跑马”也是“跑城”，如何
让马拉松的“流量”转变为经济的“留
量”，带动体旅融合“加速度”发展，就
成为了地方政府和承办公司需要认真
研究的课题。

YMG记者 徐立业 摄影报道

近日，莱山区全面开放区属中小学
校体育场地设施，引起广泛关注。然而
谈及此事，记者发现，有人欢喜有人忧。
欢喜的是广大人民，有了更多的专业体
育场所和设施可以进行锻炼；而一些相
关部门则顾虑重重。

莱山区学校体育场地
自开放至今运行平稳

4月21日，星期日。上午9时许，记
者以“周边居民想到中小学体育场进行
锻炼”为由，先后对莱山区的几所学校进
行了采访。

记者首先来到了莱山区实验小学。
学校的保安不仅给记者打开了封闭的校
门，同时还给记者指示学校操场如何
走。进入校园后，保安大哥让记者进行
登记，记录了相关名字、电话、进入学校
的时间，以及同行几个人等内容。

随后记者来到学校体育场走了一
圈，除了一个刚刚练完篮球的男士离开
场地外，偌大的学校体育场内，篮球场、
体育场、乒乓球场地空无一人，十分安
静。

记者了解到，除上课时间不许进入
学校外，学生放学后以及周末、节假日，
居民都可以进入学校锻炼，进校后只需
要进行相关登记即可。记者在登记本上
看到，21日截至上午9时，共有10人进
行了登记。

“自从莱山区学校操场对外开放以
来，进入学校锻炼的人并不是很多，有居
民进入学校体育场散散步、跑跑步，偶尔
会有一些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的人前
来。”保安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要求，如
果进入学校锻炼的居民较多时，需要至
少2名保安进行秩序维持，或者学校轮
流派出老师进行学校巡查。现在，由于
进入学校的人并不多，只需一名保安即

可，学校秩序并没有因为场地对外开放
而受到大的影响，一切都比较平稳。”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莱山区的烟台
永铭中学。学校的保安得知记者“要到
学校进行锻炼”后，答复说，“如果是平时
周末，你进入学校操场运动没问题。但
今天有公务员考试，为防止打扰考生考
试，今天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学校。
不过，你可以到对面的莱山区第八小学
锻炼，小学的操场也对外开放。”

教体部门顾虑重重

“莱山区学校校园对外开放，对广大
市民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我们
教体部门来说，压力比较大。特别是管
理方面，可以说压力山大！”某区教体部
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社会开放，需要
进行一定的配置，包括增加保安、学校放

学后的延时管理等，总而言之，需要一定
的财力作支持。

教体部门工作人员的顾虑，主要集
中在对安全方面的担忧、新老学校不能
搞一刀切两方面。

“对我们教体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
最大的顾虑是安全问题。当今社会，学
校事故以及校园伤害事件频发。学校体
育场地的开放，是不是也会给校园安全
带来潜在威胁？”芝罘区某学校的负责人
坦承，他一方面担心放开后对学校秩序
造成冲击，另一方担心会带来一些安全
隐患。

莱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
放，维持秩序主要靠的是保安、老师。对
此，芝罘区教体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

“这种做法是短期做法，也是不可持续
的！比如说，体育场地晚上开放，场地的
灯光如何保障？也许短期来说，相对容
易，但长期来看，电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

用。”
采访中，市区的几个教体部门普遍

提出一个问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
新老学校不能搞一刀切！

根据山东省体育局、山东省教育厅
和山东省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
实施意见》鲁青体字〔2012〕62号文件
精神，学校运动场地对外开放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体育场地相对独立，与教学、
生活区域间有隔离设施；体育场地临
街、临路，方便出入和安全疏散；设施完
善、便于管理。对于福山区、芝罘区的
一些老旧学校，由于学校体育场地、设
施并不是独立于教学区，因而很难对社
会开放。而一些新建的学校，体育场地
和设施与教学区域相对独立，并且进行
了相关围挡，管理起来也相对容易，这
样的学校操场只要稍加改造，就容易对
社会开放。

体育场地开放“小事不小”

记者了解到，在莱山区全面对外开
放学校场地体育设施后，市教育部门正
在牵头，对学校场地设施对外开放进行
相关论证、推广。

如何真正实现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
对社会开放，芝罘区教体局提出相关建
议：“学校的体育场地开放，是涉及到教
育部门、体育部门、卫健部门以及公安部
门等多部门联动的综合性民生工程，体
育部门应发挥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形
成联合多部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
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规范好各方主
体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分类指导，因地制
宜，来逐步解决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而不能盲目地搞一刀切。”

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还存哪些滞碍
多部门应联动起来逐步推进，老校新校不搞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