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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体育成为
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将体育融入城市发展的大格

局，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应有之举。

不出上饶就能观赏高端赛事，不再是梦想。去年 11
月，第一届江西上饶“三清杯”乒乓球公开赛在上饶经济

技术开发区体育馆举办，24 支参赛队云集了丁祥恩、刘诗

雯等众多国乒名将，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对决。今

年 3 月，2024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玉山激情开赛，世界台

球顶级选手齐聚一堂、强强对阵，让观赛的市民们着实过

了把瘾……

随着各类赛事的举办、公共体育场馆的不断完善，上

饶市民的运动热情也被大大激发，体育消费市场日益火

热，带动了赛事运营、体育培训、用品研发和活动策划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学员从最初几十个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个，以中小学生为主，还有一些‘上班族’。”在城区金龙

岗附近开办羽毛球馆的陈帅，近期就在积极物色新场地，

准备再开一家体育培训场馆。

如今在上饶，无论是晨曦微露的清晨，还是晚霞满天

的傍晚，在各地体育场馆、公园、广场和健身步道，总能看

到为数众多的体育爱好者：他们或在篮球场上全力拼抢，

或在乒乓球台前你来我往，或在绿茵场内演绎“速度与激

情”……一个个充满活力的运动瞬间，见证着市民共享

“体育+”带来的城市新生活。

运动，是不变的潮流。体育，已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

让体育融入生活、让运动成为刚需，生活必将越来越美好！

做好赛事经济
这篇文章

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柳鸣毅

体育赛事是体育服务业的核心产品，举办体育赛事

不仅能提升一座城市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更能增强城

市活力和市民凝聚力。上饶市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的实

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体育赛事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绿色产业。作为

“注意力经济”的集中体现，体育赛事经济具有叠加效应

和发散效应，可以延伸出很多“体育+”的产业经济模式。

以体育赛事活动消费引领体育消费发展，也是促进新时

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目前，国内很多城

市都将打造体育“赛事名城”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目标。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要聚焦做好体育赛事经济这

篇文章，构建以赛营城、以赛兴业、以赛惠民的新格局。

通过举办有影响、有特色的赛事活动，实现以赛引流、以

赛促流、聚集人气、激发活力；通过放大赛事效应，加快推

动“赛事+旅游”“赛事+文创”“赛事+会展”“赛事+商贸”

等“赛事+”融合发展；通过借赛发力、谋篇布局，发展壮大

相关体育产业，为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体育产业的战略选

择，更是凸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导向。希望更多城

市能从自身实际出发，立足把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

色产业来抓，因地制宜做好做活赛事经济文章，在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引进优质赛事资源、打造本土赛事 IP、做大体

育产业、促进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赛事

经济真正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成

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的“新载体”、“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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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月，我省首场马拉松比赛在上饶举

办，填补了全省马拉松赛事的空白；

2015 年 1 月，首届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在玉

山县开赛，这是上饶首次举办国际级赛事；

2023 年 11 月，上饶奥飞女排全新亮相，“省队市

建”让阔别 30 余年的江西女排再次出现在中国女排最

高水平赛场上；

…………

导赛入城、以赛兴城。经过多年的接续发力，2023
年，上饶市明确提出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目标。

上饶为何青睐体育赛事？“赛事名城”给上饶带来

了什么？近期，记者循迹观察——

高水平体育赛事缘何落户上饶？

近年来，上饶市在体育赛事方面表现活跃，举办了

一系列的体育赛事，特别是在玉山县举办的中式台球

世界锦标赛和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德兴市举行的铁

人三项亚洲杯赛暨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在婺源县举行

的中国最美乡村全国气排球邀请赛，以及连续多年承

办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上饶赛区），更是吸引了

全国乃至全球体育爱好者的目光。

数据显示：2023 年，上饶共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

动 549 项，其中国际级 6 项、国家级 39 项、省级 44 项、市

级 68项、县级 392项。

上饶为什么能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赛事落户？

上饶市给出答案：主要得益于先进的体育设施、专

业的赛事组织能力、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群众的参与

热情。

上饶市拥有能够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的硬件设

施 。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10 万 平 方 米 的 上 饶 市 体 育 中 心

（馆）、体育场，建筑等级为甲级，能够承办全国性和单

项国际比赛；投资 5.6 亿元、按照国家体育馆乙级标准

建成的婺源体育中心，能承接各类体育赛事，也成为这

个全域旅游县的新地标；玉山体育中心是全球第一个

以台球为主的综合性场馆……这些设施为举办各类赛

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上饶市拥有出色的赛事组织能力。该市坚持“开

门办体育”，推行“管办分离”体制，积极引入市场、社会

组织、院校以及相关企业参与办赛，全市长跑、篮球、户

外运动、乒乓球等专业协会达 41 个，1.5 万余人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定期开展分级分类的专业培训。这

些专业协会和专业人员为举办各类赛事提供了强大的

组织力量。

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是上饶吸引赛事落户的重要

因素之一。上饶地处赣浙闽皖四省交界，毗邻长三角，

已形成便捷完善的“铁公机”立体交通网络，是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特别是高速公路东西横贯、南北

纵通，沪昆高铁、沪昆普速铁路和合福高铁在此交

会形成高铁枢纽，让上饶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朝发夕至，大大方便了全国各地观众和参赛者

的出行。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

群众对体育赛事尤其是高水平赛事的兴

趣愈发强烈，群众参与的热情大为高涨，

助推了体育赛事频频落户上饶。去年全

市各类赛事中，直接参赛队员超 22 万人

次，参与活动人群达 200 万人次以上，带动人

流量 600万人次左右。

体育赛事给上饶带来哪些变化？

一项项精彩赛事，不仅带给人们运动快乐，而且以

赛促宣、以赛促健、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销，最

终有助于城市建设日新、乡村振兴有力、文旅产业向

上，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饶导入赛事，以赛名城，其意义超过了体育赛事

本身；因赛事而带来的变化，则长期而持续——

提升城市品质。随着赛事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共

融，“赛事效应”带来的不仅是热闹的盛会、赛事的收

益，更是赛事举办城市能级的持续升级，优化场馆设

施等“硬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等“软实力”，实现城市

社会影响力飙升、群众获得感攀升。“上饶城市很美

很干净，市民文明有礼素质高，我下次还会带家人来

旅游。”随着一场场赛事的圆满完成，上饶的办赛水

平、服务水准以及城市面貌等，得到了众多运动员和

亲友团的认可，许多人自发成了“大美上饶”的“移动

宣传员”。

健全体育设施。通过高频率办赛，体育场馆设施

得以不断完善，放眼上饶市域，各大体育场馆都在加快

提质升级：上饶市体育中心改造全面推进，体育场、足

球场、飞碟靶场的建设及体育馆改造业已完成；玉山县

世界台球博物馆建成开放，成为台球爱好者的体育文

化殿堂；余干水上训练基地、云碧峰国家森林公园健身

步道、广丰区体育公园、高铁试验区体育公园以及城市

慢行系统正在加快建设。2023 年，全市新增社会足球

场地 28 个、健身步道 671 公里、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项

目 129 个、新建或扩建体育公园 7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 2.68 平方米。更重要的是，体育赛事带动提升了

广大市民的健康意识和体育素养。

促进文旅发展。上饶自然景观雄奇秀丽，名山秀

水数不胜数，婺源、三清山、鄱阳湖等名村名山名湖

在国内闻名遐迩。立足优越的特色资源，各地大力做

好“体育+”文章，在一次次赛事中出圈扬名，推动文

体商旅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新活力。去年 12 月 17 日，

2023 第五届婺源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全国的近

1.5 万名马拉松爱好者不仅踊跃参赛，而且领略了月

亮湾、婺源博物馆、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生态、文

化、自然景观。

催生群运热浪。上饶运动员徐诗晓，8 月 9 日在

巴 黎 奥 运 会 上 夺 得 冠 军 ，成 功 卫 冕 ，成 为 囊 括 奥 运

会 、世 界 杯 、世 锦 赛 、亚 运 会 、全 运 会 的“ 大 满 贯 ”冠

军；全市篮球争霸赛、足球联赛、社区运动会、职工运

动 会 、市 直 机 关 趣 味 运 动 会 等 精 彩 纷 呈 ；广 信“ 城

BA”、横峰“村 BA”、玉山“村台”、婺源“村排”、全市农

耕赛等热辣出圈，街头村口成了运动达人的“绝佳秀

场”……一场场比赛，一次次比拼，在市民心中播下了

体育的种子，让体育精神融入了城市血脉。婺源市民

许剑敏自豪地说：“家乡风景如画，运动场馆功能齐

全。我平时喜欢游泳，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国标泳

池，感觉幸福满满的。”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上饶仍需持续发力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不是一句口号。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更非一日之功。

从全国来看，许多省会城市开启了体育赛

道，将“赛事名城”建设作为“十四五”规划发展

方向之一，诸如广州、南京、长沙、武汉、成都等城

市，都清晰提出了“赛事名城”的定位。

从我省来看，体育赛事也在各设区市呈“井喷”之

势。南昌全力引进国家级赛事落户、积极申办省级体

育赛事，九江全力打造瑞昌专业羽毛球训练基地，赣州

全力打造全南全国性攀岩比赛……一场场赛事在我省

激情上演。

对照国内城市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的标准，上饶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体育场馆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按照我省体育场

馆建设相关标准，每一个设区市、县（市、区）需建设一

个公共体育场、一个公共体育馆或中小型全民健身中

心、一个公共游泳馆、一个体育公园，目前上饶市本级，

鄱阳、余干、婺源、玉山等县级已达标，但个别地方还要

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本土品牌赛事有待进一步提升。尽管已培育了上

饶“马拉松”、玉山“台球”、德兴“铁人三项”、婺源“气排

球”、余干“水上运动”、三清山“环鄱赛”等品牌赛事，但

对比贵州“村超”“村BA”等顶流体育 IP，上饶的本土品

牌赛事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高端赛事、品牌赛事和体

育项目大多集中在婺源、玉山、德兴等县（市、区），少数

县（市、区）体育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活力不足、产

业规模不大，需在活动策划、组织保障和宣传推介等方

面狠下功夫，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推动本地赛事

出圈出彩。

“赛事+”须进一步整合资源。特别是赛事+旅游、

赛事+会展、赛事+商贸、赛事+文创还没有深入融合发

展，未能为城市发展赋能、为乡村振兴助力，未能为促

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更离不开体育人才的挖

掘、培养与支撑。目前，上饶正加快建设一个集排球

转训、集训、赛事、旅游、排球文化、青少年体育研学

于一体的“国际排球青训中心”，着力打造继福建漳

州、宁波北仑后又一个高标准高水平的排球训练基

地；制定考核办法，引导和激励专业协会、社会力量，

全力推进“一县一品”工程，推动每个县（市、区）至少

打造一项叫得响、可持续的品牌赛事。同时，在信州

区、铅山县开展体教融合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

范围，把击剑、拳击、武术套路、赛艇、游泳等项目逐

步纳入各中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让体育运动更深

入、更多元地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从中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上饶市打造体育“赛事名

城”，只要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中国杯赛艇城市冲刺赛总决赛现场。

通讯员 韩 啸摄

▲精彩激烈的中国女子排

球 超 级 联 赛 让 观 赛 的 市 民 在

家门口过了把瘾。

通讯员 黄雅雯摄

▲丁俊晖在比赛中。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