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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运河龙舟火爆京城。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期间，2025年
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运河西岸的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举办，三
天六场赛事，为市民们开启“国家级龙舟竞渡+运河文化深度体验”之旅。
嘉年华打造的“赛事+”多元融合矩阵，更为大家带来了体育赛事、民俗表
演以及吃、游、购、娱等全方位的假日新体验。

六大主题赛事乐活大运河六大主题赛事乐活大运河

“咚咚咚咚……”端午节当天上午，一连串急促的鼓点在北京城市副
中心大运河水域响起，来自北京、河北、广东等地的32支龙舟队开桨竞渡，
千年运河文化底蕴与现代竞技体育精神完美交融，依托大运河文化旅游
景区的生态基底，形成“人在景中赛”的独特体验。

经过一上午的角逐，最终顺义区仁和龙舟队取得本届大赛大众组冠
军，北京市丰台区水上运动协会、大运河龙舟队分别取得亚军、季军。
TBT佛山分会龙舟队取得公开组冠军，北京市大兴区水上运动协会、TBT
广州分会分别取得亚军、季军。

作为今年全新设置的趣味赛，龙舟拔河赛也在当天下午顺利举办。
选手们在昂扬的鼓点和观赛群众的助威声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此项
目将龙舟和拔河项目巧妙结合，既保留了竞技性，又增添了趣味性，让参
与者和观众耳目一新。

端午节后两天还有拔河、桨板、腕力赛、皮划艇等赛事接连举办，让市
民们同时感受紧张赛场的“燃”与水花四溅的“爽”。北京桨板、皮划艇公开
赛吸引了300余名运动员参赛，将近年来的新兴潮流体育项目与龙舟嘉年
华相结合，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为北京市民带来了时尚生活方式新体验。

其中，北京桨板公开赛设置21公里半程马拉松赛，是北京地区唯一水
上运动马拉松项目，填补了本市长距离水上运动项目的空白。北京腕力公
开赛汇聚了来自河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福建等 10余个省市以及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等国200余名健身爱好者参赛，境外选手占比60%。该比赛
还特别增设路人挑战环节，近百名群众与腕力高手展开“车轮大战”，沉浸
式感受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岭南龙舟漂移绝技引两岸欢呼岭南龙舟漂移绝技引两岸欢呼

龙舟赛当天，市民们还在大运河畔欣赏到了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的广
东南海叠滘龙船漂移技艺表演。

据了解，广东岭南龙舟队是中国传统龙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
伍，因其可在狭窄弯曲的河道中展现超高难度的“漂移”竞速而闻名。这场
跨越千里的非遗盛宴，将岭南水乡独具特色的“速度与激情”带到北方——
23.5米长的漂移龙船破水而来，80名运动员将以“弯道漂移”“急刹倒挡”等
绝技，在大运河上演现实版水上狂飙。

在狭窄河道模拟的“L”“C”“S”弯赛道里，船头舵手如赛车手精准控向，
鼓手以鼓点为“引擎”催动节奏，桨手齐划间水花飞溅，10秒完成C弯漂移的
极限操作，赢得两岸观众阵阵欢呼和掌声，让京城百姓沉浸式感受“宁可煲
烂，不可扒慢”的岭南拼搏精神。

“大运河上完成漂移动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舵手需
要根据浮标的位置精准地进行操作。如果时机把握不准，整个表演的观赏
性就会大打折扣。”队员表示，他们提前三天就来到通州开展训练。这艘漂
移龙船也花了近 3天时间，通过 28米长的拖挂车从广东运抵北京，只为将
最精彩的表演呈现给观众。

在广东岭南龙舟队总教练梁贵勇看来，龙舟赛不分南北东西，龙舟精
神也同样如此。“和叠滘较为狭窄的河道相比，大运河的河道非常宽阔，自

然环境优美，两岸有很多观景台让市民可以近距离观看龙舟比赛。”梁贵勇
说，“没想到有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的表演，感受到大家对龙舟精神的认可，

就是对我们表演最大的鼓励和赞赏。”

南北龙舟队齐聚上演运河角逐南北龙舟队齐聚上演运河角逐

阳光下、运河上，龙舟选手们跟随鼓手的节奏，奋力挥桨划水，铿锵有
力的喊号声在秀美的大运河上回荡。今年，市体育局以北京双奥国际赛
事名城建设为契机，将赛事升级为全国比赛，来自北京、河北、广东等地
的32支龙舟队齐聚大运河，展开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水上角逐。

在运动员休息区，广东岭南龙舟队的队员们正忙碌地为比赛做最后
的准备。他们光着脚，熟练地戴上护具。“我们今天采用的是跪姿划船，
如果不戴护膝，膝盖很容易肿起来。”队员郑伟东说，“光脚下船是为了让
我们的肌肤与船更加亲近，这样不仅防滑，还能在划桨时更敏锐地感知
水的阻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

作为本土战队，一旁的通州大运河龙舟队身着绿色队服，也
格外“吸睛”。据介绍，该队成立于2023年5月，50余名队员

来自教育、医疗、传媒等行业，年龄从二十岁到五十岁
不等。今年是他们第二次参加北京端午节龙舟

大赛，相比去年，技术更加精练，配合也更
加默契，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拿到

了大众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看着副中心的环境一年

比一年改善，赛事规模也
逐渐升级，通州大运河

龙舟队队长郭胜利表
示，在家门口比赛

特别开心，主场

作战，又有这么多观众加油助威，感觉非常棒、非常兴奋。
“作为通州人，我们对大运河有着深厚的感情。通过龙舟这
项运动来表达对它的爱，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同时，全国高
水平队伍参赛，对我们来说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郭胜利说。

““运河喜市运河喜市””烟火气拉满烟火气拉满

水上赛事激情不断，岸上市集也热闹开张。端午假期，“运河喜市”
大运河文旅消费季在精心筹备的沿河商业街区——运河西岸步行街开启

“狂欢模式”，约4000个固定看台座位，40余个特色摊位琳琅满目，烟火气与
文化味交织升腾，碰撞出鲜活的美食诱惑与运动活力。

体育用品区陈列着各类运动装备，散发活力十足的运动气息。食品区则
汇聚了多种风味的美食，各色佳肴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在这里大
快朵颐，享受着舌尖上的美味。

非遗文化市集区宛如一座流动的京城民俗博物馆，国潮文创展示令人目
不暇接。在辉煌足迹主题展区，游客们邂逅了具有大运河与龙舟特色的 3D
岭南醒狮剪纸摆件、冰箱贴、徽章、手绘风筝、纸扎龙头、狮头等非遗手作，沉
浸式地触碰着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岭南特色龙舟静静陈列，船身装饰精
美，独特的造型设计与装饰纹样尽显岭南水乡文化的独特韵味，端午氛围浓
郁，互动体验趣味十足，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来自西班牙的Carlos在龙舟拍照打卡处举起船桨，摆出一副运动员的姿
态拍照留念。他兴奋地说：“我是北京环球影城的工作人员，来通州已经有一
年的时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今天的龙舟赛也很刺激，让我想起了当年
我在家乡当运动员的那段美好时光。”

运河畔、看比赛、品美食，市民游客收获满满。“平时我们就喜欢在运河两岸散
步，今天是假期，又有比赛和嘉年华，我们已经玩了一天了。”市民王女士指着手中的
一大袋“战利品”说，“今天大丰收！”

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不仅满足了本地居民“文旅体商”的需求，还吸引
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来自海淀区的范先生一家得知通州大运河有龙舟
赛，早上七点多就来到了运河西岸。“大运河太美啦！”范先生说，一天的龙
舟赛没看过瘾，希望每周都能有水上赛事。他还告诉记者，端午三天假期
都安排在通州了，剩下两天打算再去环球影城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据不完全统计，仅端午节一天，现场观赛和游玩的市民群众就超11万
人。“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打造了‘赛事+’多元融合矩阵，充分发挥体育的链
接作用，促进体商文旅融合发展，是搭载‘假期经济’和‘赛事经济’双引擎的全
民健身综合体活动。”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组委会运营总监王珲介绍
道，“它为大家带来体育赛事、民俗表演以及吃、游、购、娱等全方位的假日新体验，
让游客们在享受运动激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难忘的端
午假期。”

古今双韵焕新古今双韵焕新““金名片金名片””

近悦远来，活力通州。北京通州大运河是
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六百年漕运史的沉淀，
孕育出独特的“运河文化带”，宛如一条流动
的诗篇，镌刻着岁月的印记。如今，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建设浪潮中，古老的运河正焕发出
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龙舟竞渡的鼓点
中，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创新碰撞，古老运
河成为彰显北京“古今双韵”的锦绣彩带，正以
蓬勃的生命力续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

多河富水的城市副中心，有开展水上运动的天
然优势。近年来，龙舟、帆船、电动冲浪板、桨板、皮划
艇、赛艇等一系列水上运动在大运河上成功举办。千
年运河文化底蕴与现代竞技体育精神完美交融，依托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生态基底，形成“人在景中赛”
的独特体验。未来，副中心将充分挖掘运河文化，全力
打造“运河+体育”赛事品牌，为城市副中心乐活之城建
设注入全新动能。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闪亮
“金名片”。随着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古运河焕
发新生机。市、区两级体育部门
因势利导，聚焦大运河生态资
源禀赋，培育彰显首都内涵特
征的运动品牌赛事，以“运河+
体育”模式，打响“通
通来运动”城市副中
心体育品牌，举办了
多样化的赛事活动，
全面展现运河魅力。
同时，将逐步完善水
上运动产业体系，推
动体育产业建立消
费新模式，助
推国家消费
中心城市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