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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体育发展逐步进入黄金期，体育产业在中国
经济大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更是点燃了全民冰雪运动热情，为冰
雪运动发展以及体育产业翻开了崭新篇章。借奥运“冬”风，冰
雪运动飞进了城市副中心的寻常百姓家。

10岁的侯梦珊活泼开朗，小姑娘是个滑雪迷，6岁开始练
习滑雪，现在主攻双板。谈起冰雪运动她滔滔不绝，“谷爱凌可
真棒，我和她一样都是双板滑雪运动员，我长大了也要像她一
样为国争光。”小姑娘享受着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也在一次次
摔倒中磨练了意志。她妈妈对女儿的爱好非常支持：“热爱体
育运动让她身体变好了，以前每年冬天都会气管发炎，练上冰
雪项目以后就没再犯过。而且，孩子的专注力和学习自主能力
都变强了，很少有拖延的情况。”

在通州区青少年滑雪队，都是这样喜爱冰雪运动的“好
苗子”。

这是一支成立于 2020年冬天的年轻队伍，目前注册队员
40余人。“今年4月底，我们又选拔进来一些好苗子。”区滑雪队
相关负责人高楹很高兴，冰雪项目储备人才越来越多了。一年
多来，她陪伴着队员们成长，眼看着孩子们越练越棒。“像张昕
蕊、侯梦珊等队员，刚进队的时候训练不标准、动作不规范，几
乎没有参赛的机会。通过这两年的努力，他们已经在全国、全
市的滑雪比赛中勇夺奖牌，非常优秀。”

陪伴青少年了解、爱上冰雪运动的，还有成立于2016年的
区冰上轮滑运动协会，这也是区内首个冰雪项目协会。

每周，轮滑队的小队员们会分批、分时段在芙蓉北路附近
的奥通之翼国际轮滑运动中心进行“旱地上冰”训练。协会负
责人戴杨杨是原八一队的专业短道速滑运动员，她告诉记者，
这里是北京市内目前最专业的旱地轮滑场地，可以更好地实现

“轮转冰”。该场地还设置模拟各种冰上运动，比如内圈是短道
速滑训练，外圈是速度轮滑，西侧还有一块轮滑球场地，主要是
用于冰球训练。

在副中心，冰雪运动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从无到有，冰与雪
成为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元素，拓展大众体育内涵。“北京冬奥
会的成功举办，更拉动体育产业发展，培养青少年终身锻炼的
理念。更多人群参与，产业发展才有基础。”区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随着副中心的火热建设、全民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本地
体育产业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

新修建的通州体育场、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均增加了冰场场
馆，填补了通州没有大型专业冰雪运动训练场馆的空白。目
前，通州体育场已开工建设，计划2023年建设完成。潞城全民
健身中心已完成屋面施工，幕墙主龙骨已安装完成，室内装修
完成40%，预计今年年底完工。两座体育场馆中均包含了1830
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冰场，对加快城市副中心体育设施建设、促
进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除了冰雪产业外，“十三五”期间，通州区体育项目经营单
位稳步发展。截至“十三五”末，全区在册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
位超过 110家，涉及健身、游泳、羽毛球、台球、篮球等十余项，
每年接待健身群众45万人次左右。

由体育产品制造、销售、体育彩票中心、各体育经营单位等
单位筹备发起的“北京市通州区体育产业协会”也正式成立，为
政府决策提供建议支持，引导全区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体育 产 业 链 发 展 ，赛 事 是 上 游 核 心 的
关键。

近年来，副中心先后举办了马拉松、骑游、
定向越野、篮球、健身操舞、风筝、羽毛球、徒步
等享誉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体育赛事。在满足群
众多元化健身需求的同时，一场场活力四射的
体育赛事，展现出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丰硕成果。

去年 5月，2021 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激
情开跑，万名跑者驰骋副中心，感受“古今同辉、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绿色生态”的城市画卷。
从 2017年通州区举办首届半程马拉松，到首届
全程马拉松，一字之差，却是对赛事组织筹备能
力、城市品牌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城市副
中心建设发展不断推进、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的
真实写照。

“举办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有利于
让外界直观感受副中心的高标准建设成果，领
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马拉松作为备受欢
迎的体育赛事，可以成为充分展示城市副中心
良好风貌的重要窗口。”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无论从比赛线路、赛事宣传、选手服务、医疗
救助、安全保障、氛围营造等方面来说，每一届
都更用心，都有新进步、新突破。

随着赛事的升级，线路不断更新。从最初

主要侧重于展现沿途优美的自然景观，到如今
加入了更多有代表性的城市魅力元素，比如燃
灯塔景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行政
办公区、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地标性区域。
参赛人数也从最初的6000人增加至1万人。

年轻、专业的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赛事，正以
其独特优势，受到越来越多专业跑者的喜爱。

51岁的吴卫东家住通州，长跑已近 40年，
曾参加上海、重庆、西安等地马拉松，也参加过
德国柏林马拉松、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这些国际
顶尖马拉松赛事。在他看来，城市副中心全马

“一点也不比国外差”。“运河两岸、绿心公园，
这样的环境比纽约中心公园都好。”现在的他
更喜欢在家门口奔跑，“天蓝、水清、花香，家乡
越来越美。”

同样成为城市形象展示窗口的，还有连续
举办9届的运河绿道骑游活动。这是副中心城
市活力形象的另一张体育名片。

62岁的张世艳退休后，在朋友的带动下爱
上了骑行，已参加过不少骑行比赛。“森林公园、
绿心都是熟悉的骑行路线，副中心空气好、环境
美，在这里运动特别享受。”

在体育赛事的带动下，全区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9%。

城市副中心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交
界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桥头堡，副中心加强区域间体育合作与交
流，开启了三地全民健身新篇章。2018 年，通
州区与天津市武清区和河北省廊坊市，签署

“通武廊体育事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从行
政层面为活动开展、协调沟通奠定坚实基础，
先后开展篮球、空竹、风筝、武术、健身鞭和足球
等系列赛事。

在“骑游大运河，寻觅副中心”活动中，来自
河北燕郊的文静第一次在城市副中心参加比
赛。环境优美的绿道让她流连忘返：“河岸美景
一路相随，有水有树有倒影，在这样的环境中骑
行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在定向越野城市副中心
站比赛中，来自燕郊的大学生倪佳林，穿梭在绿
心公园，比赛之余也不忘欣赏美景，拍照打卡，

“这个公园真棒，园林景观搭配得特别有品质。”
场地设施添砖加瓦，环境建设大尺度植绿，

城市副中心体育事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
“桥头堡”效应显著。

“去年举办的赛事，都挑选在城市副中心环
境优美的公园里，比如新开园的绿心，还有运河
森林公园，反响很不错。”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无论是大型赛事还是专项活动，京津冀三
地群众都互相参与、高频互动，“有时候我们的
选手过去，有时候他们的选手过来。”作为交流
平台，精彩赛事的举办，为三地体育事业深度合

作掀开新篇章。
该负责人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大力发

掘体育发展潜力，开发体育的多重战略功能，促
进体育全方位地融入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十四五”期间，通州区的体育事业发展
将打破行政辖区思维，与北三县紧密对接，引
领区域发展，从体育的角度实现与津冀深度
协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其中，
重点发挥京津冀各自地理地形以及传统优
势，打造水上、陆上和山地项目。

城市副中心控规体育设施专项规划中明确
提出“一个支撑、三个示范”的规划定位：

打造北京国际体育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
通过高标准建设基础设施、引进培育重点国际
赛事，填补北京市大型体育设施的缺项；

推动体育项目多样性、竞技群体兼容性、成
长化，使通州成为拥有多元化体育健身保障体
系的综合体育发展示范区；

通过城乡统筹，体育进社区和村镇，打造京
津冀区域工作、生活与运动一体化的城乡空间，
把通州建设成为“运动城市、健康城市、活力城
市”宜居城市全民健身示范区；

挖掘通州地方特色传统运动项目，打造引
领前沿的特色赛事品牌，加强体育科技领域的
创新研发探索，将体育产业与乡镇发展相结合，
构建从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体育产业链，建
设体育特色产业示范区。

从无到有 塑造品牌

辐射引领

力之城
本报记者 田兆玉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城市是有生命的，蓬勃的“城市活力”使城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也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壮大城

市生命机能。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和创新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而体育也在打造城市核

心竞争力和营销城市发展新形象方面，发挥着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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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半程马拉松吸引跑友齐聚副中心运河半程马拉松吸引跑友齐聚副中心。。

通州区青少年滑雪队赴延庆训练通州区青少年滑雪队赴延庆训练。。

轮滑队小队员快乐飞驰轮滑队小队员快乐飞驰。。

京津冀骑游活动吸引三地京津冀骑游活动吸引三地““发烧友发烧友””。。

运河绿道骑游活动已连续举办运河绿道骑游活动已连续举办99届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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