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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 鸟瞰新余仙女湖景区鸟瞰新余仙女湖景区

浪漫新地标，爱情打卡地。9 月 17 日，2023

“中国体育彩票·萨瓦杯”第十一届环鄱阳湖国

际自行车大赛新余站“浪漫”开赛。

近年来，新余仙女湖区大力实施“体育+”

工程，助力创建新余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示范

城市，全区体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因“毛衣女下凡新喻”

传说而得名，是江西省开发最早的湖泊型景区

之一，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区，被誉为“爱情圣

地”和“演绎爱情经典的摇篮”。

仙女湖水域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陆地森林

覆 盖 率 达 92%，年 平 均 气 温 17℃ 。 度 假 区 以

“湖岛旅游、湖岸度假”为空间布局，区位优越，

交通便捷，休闲设施完善，度假产品丰富多样，

是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运动康养、亲子研学

为一体，打造以七夕文化为主题的滨水型旅游

度假区。今年 1 月，仙女湖七夕文化旅游度假

区成功获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大力建设体育民生工程

多渠道不断加大投入，力推全区体育活动

场所建设。截至 2022 年末，全区有体育场地

494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4.83 平方米 ，超全

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2 平方米，位列全市第

一。全区有室内游泳池 4 个、室外泳池 2 个，每

年接待游泳爱好者 7 万多人次。仙女湖国际汽

车文化产业园一期投入 1.2 亿元建成投用的仙

女湖国际卡丁车赛场和越野赛场，拥有专业赛

道和配套设施完善的多功能大楼，成为江西省

唯一一家汽车摩托车运动培训基地，2021 年成

功申报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该区建立健

全了仰天岗森林公园和仙女湖景区丰富便利

的健身步道，其中仰天岗森林公园健身步道长

10 公里，每年吸引了约 80 万人次前来健身。

积极引导体育赛事消费

2012 年 至 2019 年 ，仙 女 湖 区 连 续 8 年 举

办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仙女湖站），参赛

选手 2700 多人，每年吸引来仙女湖景区骑行

打卡 5000 多人次 ；2015 年开始连续 5 年举办

环仙女湖国际马拉松赛和路亚黄金联赛（仙

女湖站）等重大赛事，参赛选手分别达 4.1 万

人和 500 人，每年吸引 2 万多人次来仙女湖垂

钓；仙女湖国际汽车文化产业园自 2019 年至

今已成功举办五届 NKCC 全国卡丁车俱乐部

超级联赛，共吸引全国 100 多名顶尖车手，全

国一二线城市顶尖卡丁车俱乐部参赛；先后

举办江西省卡丁车联赛、中国汽车场地越野

俱乐部联赛暨江西汽车越野联赛、第六届黑

名单电摩大赛、房车争霸赛等赛事；各项赛事

的举办有力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娱乐等相

关行业发展。

深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文旅体活动融合，力推“体育+旅游”产业

发展。仙女湖区积极融入全省重点旅游景区

联盟宣传推广工作，先后举办了仙女湖新春

“为爱奔跑”、凤凰湾十公里自行车赛、少年风

筝 大 赛 、全 区 广 场 舞 比 赛 、篮 球 赛 等 休 闲 赛

事。同时，将体育赛事融入每一年的中国仙女

湖七夕文化旅游节。仙女湖国际赛车场加入

新余市文广新旅局的旅游年卡项目，结合仙女

湖景区旅游活动开展汽车运动，为该区带来了

丰富的旅游流量，推动了“体育+旅游”产业发

展。凤凰湾办事处依托生态智能健身步道和

功能多样的运动休闲度假项目基地，引入新钢

工会，积极举办各类马拉松、自行车赛事；引入

市体校开展水上赛艇训练和竞赛活动，不断丰

富健康旅游业态；厚积“巢”文化特色，打造“山

水运动+度假休闲”的凤凰湾爱巢小镇；2020

年，仙女湖区凤凰湾森林康养基地荣获省级森

林康养基地。 （江 波 文/图）

碧波荡漾的仙女湖 ，湖面波光粼

粼，湖畔绿意盎然，山水如画。9 月 17
日，第十一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

赛第九赛段在新余仙女湖畔开赛，19
支车队完成了 22.8 公里的“破风”骑行

较量。

主打爱情文化的仙女湖景区，本站

表演环节也是浪漫满溢。歌伴舞《仙女

湖》，7 名身着古装的“仙子”在台上翩

翩起舞，用舞姿演绎仙女湖的钟灵秀

美，将仙女湖“毛衣女下凡”的传说娓娓

道来。环鄱赛仙女湖站，新余自行车运

动协会组织了 499 名会员加了本站业

余组的比赛，他们将和其他设区市的自

行车运动爱好者，一起体验仙女湖畔的

专业赛道。“疫情后，大家增强了健身锻

炼的意识，骑行逐渐成为运动健身的热

门方式，希望通过环鄱赛让更多人参与

到这项绿色、环保的运动中来。”该协会

副会长胡紫云说。

本 届 环 鄱 赛 经 历 了 151.3 公 里 的

最长赛段龙虎山站，翻越了海拔近 600
米的最高赛段武功山站，而当日仙女

湖 站 的 22.8 公 里 则 是 里 程 最 短 的 赛

段。仙女湖站并非严重“缩水”，采用

的 是 公 路 自 行 车 团 体 TTT（TEAM
TIME TRIAL）计时赛制。据悉，团体

计时赛是公路自行车比赛项目之一，

也是最能反映自行车全队整体实力、

团队默契程度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

全队使用平时战术配合最娴熟的几名

队员，同时考验参赛车手在短期内持

续功率输出的能力。

当日比赛 9 时鸣笛发车，各车队先

后从仙女湖景区广场出发，途经迎仙路、

环湖路、辉凰路，终点则设在了凤凰湾森

林乐园。记者发现，团体计时赛运动员

是在长约 10米、宽约 8米、高约 1.5 米，

有 45 度坡度的一个平台上出发。赛

事依据参赛队前八站的团体成绩来决

定先后出发顺序，每队相隔 3分钟出发，

最好成绩车队最后出发。各队共有 3至

6 名队员参赛，每队以第三名运动员通

过终点的时间作为团队的成绩。

“比赛很有看点！”比赛现场主持人

胡朝柱、朱倩异口同声。胡朝柱表示，

各车队按照排名成绩倒序时间发车，最

先出发的队伍不一定是用时最少的团

队，整个比赛过程非常有悬念。

果不其然，后发车的 SCOM 泰山体育车队到达终点用时

29 分 17 秒 ，是 本 站 比 赛 第 一 个 闯 入 30 分 大 关 的 车 队 。 但

SCOM 泰山体育车队的“头把交椅”还没坐热，倒数第五发车

澳大利亚圣乔治洲际车队又把成绩缩减了近 1分钟。

发车、追击，再发车、再追击，团体计时赛各车队骑行速度

非常快，穿行于灵山秀水间的每支车队都像是一首独奏曲。

这是环鄱赛历史上第三次采用团体计时赛制，也是环鄱赛的

特色“破风”好戏。最终，根据计时成绩，澳大利亚圣乔治洲际

车队获得赛段第三，德国助力车队获得赛段亚军，澳大利亚

ARA 车队压轴上场、耗时 28 分 05 秒 81 完成比赛摘得赛段金

牌。领骑衫方面，五指山 1867 车队黄文博接管大中华最佳粉

色领骑衫，其他则没有变化。

“队友们太棒了，他们经验丰富，非常擅长骑团队计时

赛。”获得团体计时赛冠军，澳大利亚 ARA 车队队员凯恩十

分激动。他告诉记者，比赛前一晚队友们认真研究了线路，

并为在比赛中如何实施技战术展开过激烈讨论，“赛道中有

些弯道非常考验骑行技巧，好在我们自始至终保持默契，最

终拿到了冠军”。

青山如黛、绿水悠悠。仙女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湖汊港湾

众多，汇山、水、洞、泉于一域，集秀、幽、奇、美于一体。一支支

自行车队在湖畔疾驰而过，骑手们不仅能享受到体育比赛带

来的快乐，更能一路饱览仙女湖的湖光山色，留下一段仙女湖

的美好记忆。仙女湖旅游资源丰富，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孕育

了七夕文化、仙女文化、爱情文化等本土特色文化；散落着渔

仙小镇、爱巢小镇、江口电厂艺术区、花园山庄、树蛙部落、东

山湖、揽山湖露营基地、凤凰湾森林乐园、亲子乐园等休闲度

假旅游业态。新余市仙女湖区连续举办了 20 届仙女湖七夕

文化旅游节，持续举办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仙女湖国际马

拉松赛、全国路亚联赛、全国越野卡丁车联赛等丰富多彩的体

育赛事，文旅体不断深入融合，为这片情山爱水增添了更多激

情与活力。

在本届环鄱赛南昌站队伍介绍环节，

两名江西籍本土选手——周克强、范伟代

表萨瓦自行车队登台亮相，引起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欢呼。9 月 15 日 19 时 30 分，记者

在萍乡武功山见到了正在为次日皇后赛

段比赛作准备的两位车手。

“武功山站的比赛十分重要，是我在

本届环鄱赛中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最后机

会。”周克强一边设置 GPS 码表一边说，言

语间透露出对大中华最佳粉衫不变的初

心与向往。

采访中，周克强回忆起了与环鄱赛的

初遇。2010 年首届环鄱赛南昌站，当时正

读高二的周克强在赛道旁被国际赛事的

现场氛围深深感染。“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骑车，我想参加环鄱赛。”

2011 年起，周克强正式开启了骑行生

涯 。2015 年 ，经 过 多 年 业 余 赛 事 历 练 的

他，在第六届环鄱赛南昌站再次目睹了职

业车手的实力。“职业选手的速度、技巧、

体能都是我不可想象的，从那时起我就开

始审视自己与职业车手之间的差距，并制

定了严苛的训练与健身计划，每天高强度

训练，风雨无阻。”周克强说。

为 者 常 成 ，行 者 常 至 。2016 年 全 年

累计骑行里程超 2.4 万公里的周克强，凭

借 自 身 实 力 顺 利 加 入 中 国 香 港 快 客 车

队，获得了正式参加环鄱赛的资格，并在

第 七 届 环 鄱 赛 首 站 旗 开 得 胜 获 得 粉 衫 。

“ 那 一 届 我 共 获 八 次 粉 衫 荣 誉 。 胜 利 让

我 更 有 理 由 相 信 ，江 西 选 手 有 能 力 冲 击

环 鄱 赛 最 高 荣 誉 ，甚 至 有 能 力 站 在 更 高

的领奖台上。”

在 9 月 16 日 武 功 山 站 的 比 赛 中 ，周

克强以大中华区第三的成绩与一袭粉衫

擦 肩 而 过 。 他 遗 憾 地 表 示 ，年 龄 是 一 道

跨 不 过 的 坎 ，竞 技 状 态 下 滑 不 可 避 免 。

日往月来，比赛不已再是周克强的职业，

但 也 正 因 时 光 堆 砌 ，周 克 强 对 自 行 车 的

热 爱 愈 发 深 刻 ，自 行 车 成 了 他 生 命 中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如 今 ，他 在 南 昌 市 拥

有 了 一 家 属 于 自 己 的 自 行 车 店 ，常 常 组

织 骑 友 活 动 ，并 成 立 了“ 南 昌 路 客 车

队”。他表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自行车

文 化 日 益“ 出 圈 ”，环 鄱 赛 现 场 如 潮 的 观

众也映射出了自行车运动中日益崛起的

江西力量，“但实际上，从‘爱好者’到‘职

业车手’，仍然有很远的距离。”

范伟对此也深表认同。他表示，江西

自行车水平有待提升。在群众体育方面，

江 西 虽 然 掀 起 了 一 阵“ 骑 行 热 ”，但 实 际

上 ，这 项 运 动 的 受 众 仍 没 有 篮 球 的 体 量

大；在竞技体育方面，目前我省没有自己

的省级职业自行车队，业余自行车爱好者

普遍缺乏专业教练指引，转型职业有一定

难度。

“自环鄱赛加入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

巡回赛序列（UCI 2.2 级）后，本土选手有

了在家门口参加国际高水平比赛的优势，

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平台。我们不会停

止追逐环鄱赛的脚步，也期待在未来有更

多 优 秀 的 本 土 车 手 涌 现 ，站 上 最 高 领 奖

台，为江西赢得荣誉。”周克强、范伟心怀

期待。

期待更多本土车手涌现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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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 ，第 十

一 届 环 鄱 阳 湖 国 际 自

行 车 大 赛 第 九 赛 段 在

新 余 仙 女 湖 畔 开 赛 。

澳 大 利 亚 ARA 车 队 获

得团体冠军，德国助力

车队获得团体亚军，澳

大利亚圣乔治洲际车队

获得团体季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