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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批贯通京津冀的户外体育旅游线路

河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建功表示，河北省
体育局将与京津两地体育部门一道共同探索协同发展新
模式，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拓展协同发展
广度深度。

田建功表示，将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为
里程碑，在协同推进京张体育文旅带建设和冬奥场馆后续
利用上再加力，整合三地自然、文化、旅游、体育等优质资
源，推动互联互通，持续办好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和
系列对接交流活动。

协同推进一体化举办赛事活动，共同申办、承办更多
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策划推出更多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
活动，联合策划推出更多原创品牌赛事，叫响“京津冀”赛
事品牌。

在协同推进户外运动方面，将打造推出一批贯通京津
冀的户外运动、体育旅游特色主题线路，打造推出一批统
一认定、统一标准、统一设施的体育研学基地和户外运动
营地，策划共同举办一批京津冀联动的户外运动、体育旅
游休闲赛事活动，打造“户外在河北”精品品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耀飞金耀飞 谢佳航谢佳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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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华表示，近年来，京津冀体
育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初步形成，签署了《深化京津冀体育协
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和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合作协议，
编制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规划、京津冀青少年体育协
同发展方案。

十年来，京津冀联合开展群众性赛事活动形成常态，京
津冀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游泳公开赛、农民户外交流赛、
健身气功交流比赛、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会等全民健
身体育赛事活动成效明显。青少年体育合作交流丰富多彩，
连续举办京津冀青少年游泳比赛、篮球排球比赛等系列赛
事。京津冀青少年U系列短道速滑冠军赛等冰雪赛事、青
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集训营等已成为京津冀青少年体育协同
发展的品牌活动。

三地体育产业逐步实现融合发展，续签了《京津冀体育
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委托协议》，联合举办 5届京津冀体育产
业大会，成立京津冀体育产业联盟。其间，举办京张全季体
育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发布京张“十大休闲消费场景”。

此外，冬奥遗产有效利用取得新成效。成功举办2023-
2024赛季国际雪联高山滑雪远东杯延庆站比赛，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和高山滑雪项目等国
家级冰雪赛事活动。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布局青少年冰
雪赛事，赛事的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取得新进展。

未来，三地将持续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统筹京
津冀体育资源，促进“体育+”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京
津冀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打造更优质的体育产业链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体育部门紧密合
作，通过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措施，不仅推动了区域内体育产
业的快速发展，也为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作出了重要贡献。天津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陈铭表示，十年
间，三地共同见证了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的每一步跨越，
从《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规划》的制定到《深化京津冀体育产
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从体育设施共建共享到
体育赛事活动的一体化举办，每一步都凝聚着三地体育工作
者的心血与智慧。

陈铭表示，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
化与北京、河北在体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了多场高
水平体育赛事，推动了体育旅游、体育培训等产业的蓬勃发
展，为天津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体育产品，同时也为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天津将以创新为引领，
推动体育科技融合，拓展体育产业新业态。加强区域间体育
人才交流，打造更优质的体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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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创新不断

近年来，国家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体
育产业与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
在本次大会的主旨演讲及产业创新交流座谈环
节中，专家学者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体育
与旅游融合等主题深入讨论，汇聚了“体育+”
产业的各类创新项目，展示多项成果。

活力副中心 通通来运动

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十年间，涌现出一大批
优秀品牌和体育赛事。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逐渐形
成群众体育普及、赛事活动丰富、体育产业繁荣、场地
设施优良、人才结构合理、特色运动形成品牌的赛事
体系。体育事业发展达到新局面，打造了北京城市副
中心近悦远来、心向往之的活力之城。

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第五届北京帆船公开
赛、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今年以来，城市副中
心相继举办了数十个体育赛事活动，形成了“大赛带
小赛、周周有赛事、月月有品牌”的繁荣局面。同时，
积极打造“通通来运动”“运河+体育”等多个体育品
牌，饱含活力和热情，成为最吸引年轻人的活力之城。

其中，2024年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马拉松在4月
21 日于通州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鸣枪起
跑。作为今年北京举办的首场全程马拉松赛事，该赛
事总参赛人数达到了15000人。其中新增设的5公里
迷你跑和萌娃亲子泡泡跑活动，吸引了更多年龄段的
体育爱好者参与，丰富赛事内容，扩大赛事影响力和
覆盖面。

体育赛事的吉祥物及其衍生品，一直被看作是赛
事标志，也是连接体育赛事与参赛选手之间情感纽带
的重要载体。“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赛事的吉祥物

‘副马爷’，很多跑友也把它叫作‘小龙人’，原型是大
运河镇水兽，具有保四方平安的良好寓意，传达了对
参赛选手的美好祝愿，赛事期间爆火成了明星产品。”
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木子说。

马拉松赛事作为城市名片，对区域经济具有非常
明显的促进作用。评估报告显示，90.3%的跑友认为
赛事能够有效刺激消费行为。2024北京城市副中心
马拉松赛事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到 7008万元，其
中餐饮行业最受益，有2134万元，其次是住宿和购物
行业，都达到了近 1400万元，文化娱乐、旅游行业也
都有近1000万元。

同时，体育赛事也明显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就在10天前，来自五湖四海的12000名跑友奔跑
在美丽的大运河畔，在 2024北京银行北京通州运河
半程马拉松中挑战自我。“一年双马”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已经成为了路跑赛事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
为了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活力与形象的重要窗口。

除了路跑运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充分利用大运
河的水上资源，今年先后举办了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
赛、第五届北京帆船公开赛等水上运动项目。这类赛
事对于增强北京市民的海洋意识、推广海洋航海文化
和帆船运动，丰富首都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都具有良
好的示范作用，为更多市民提供了亲身体验和融入了
解绿色低碳、水上运动的机会。

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州区体育局通过加大赛事
宣传力度等方式，持续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截
至目前，北京广播电视台对副中心赛事已进行多场次
直播，吸引观众超过 2000 万人次。人民日报、新华
社、体坛周报等多家媒体也对赛事和文体旅商的融合
发展进行全面报道，总点击量9500万人次，新浪微博
的话题热度超过了800万次，抖音播放量超过了1500
万次，全面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活力之城、千年之
城、未来之城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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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速滑馆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馆，其运营模式和
体教文旅融合的实践也为“体育+”产业提
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国家速滑馆从
2023年1月对外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130
万游客，从一开始旅游人群居多，到后来变
成本地人常态化带着孩子去训练，可见冰
雪消费市场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北京国家
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小龙
说，“除了承接大型赛事之外，我们也会研
发自主赛事 IP，如速滑馆系列赛、冰梦思雨
演出等，利用好冬奥遗产。同时我们联动
各个学校开发研学项目，建立青少年培训
基地，让青少年对冰雪运动产生更多的兴
趣，体验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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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子竞技作为新兴体育项目
的代表在全球范围迅速崛起。北京作为中
国电竞的发源地，在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聚
集了众多行业资源和受众群体，电竞氛围
非常浓厚，产业发展土壤肥沃。

谈及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赋能电竞发
展，腾讯北京总部公共事务体育负责人关
彦斌认为,数字化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电竞选手科学训练和观众的观
赛体验提升等方面。“电竞运动员每天基本
要花10到16个小时进行训练，在这个过程
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手段，
采用人机训练形式，让训练过程更加科学
合理化。另外，随着 VR 设备保有量越来
越多，VR 观赛体验也是科技与赛事的结
合点。电竞比赛现场需要观众通过大屏去
观看比赛，在大屏中就可以利用 AR、VR
技术增加特效，让观众不单单看到画面，更
能身临其境感受到赛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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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在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方面到底有多大潜力？北京体育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白宇飞就“赛事经济撬动消
费”进行了主旨演讲，回顾了中国体育的发
展历程，强调赛事经济在促进消费和产业
升级中的积极作用。“随着赛事经济与城市
发展共生共融，在市场实践中逐步聚焦于
赛事观赏、赛事体验、购物娱乐、餐饮服务、
住宿服务、城市交通等六大主要消费领
域。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政策红利、国际评
级以及收入增长都为赛事经济撬动消费提
供了重要保障和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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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如何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谈及金融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无限可
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裕雄提出通过创
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拓宽融资渠道
等措施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并强调降低融
资成本、探索无形资产抵押贷款等方向的
重要性。

聚
焦
副
中
心

●
关
键
词
：
冰
雪
运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