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由北京
市体育局、 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
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
松将于4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20000名选手将参加半程马拉
松项目。与往年不同的是，此前备
受三口之家喜爱的“家庭亲子跑”
由天安门移师到了奥林匹克公园
景观大道， 并将与半程马拉松同
时起跑。 本届赛事服务升级也将
为参赛选手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家庭跑将可冲击半马拱门

2018年是北京国际长跑节-
北京半程马拉松成为金牌赛事后
的第一年，这项有着“北京跑”之
称的传统赛事本次迎来20000名
选手参赛， 其中包括来自31个国
家和地区的210名外籍选手。

今年的半程马拉松路线与去
年大致相同， 比赛自天安门广场
出发，沿东长安街，经东二环、北
二环、中轴路、奥体中路、北辰路、
湖景东路、大屯路北路，至奥林匹
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场 （终点）。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由肯德基
冠名的“KFC家庭亲子跑”的赛事
地点由天安门移师到了奥林匹克
公园景观大道，跑道距离约为1公
里，终点与半程马拉松一致，这也
意味着参加家庭跑的孩子和父母
们将第一次获得冲过半程马拉松
终点拱门的机会。

需要提醒跑友注意的是， 本
次赛事将于4月12日至14日在奥
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东侧
发放赛前装备， 发放物品期间将

对 参 赛 选 手 进 行 人 脸 信 息 采
集工作。

赛事服务升级

本次比赛依然采用人脸识别
系统，共设置40个核验通道。为保
证赛事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赛事
共选派230名田径裁判员及2100
名竞赛志愿者， 进行沿线的保障
工作。

赛事沿途将设9个移动厕所
点， 共3辆移动厕所车及24个移
动卫生间， 4个芯片计时点和7个
饮水点 。 共计投放10万瓶饮用
水、 3.3万瓶运动功能饮料、 2.2
万根能量棒、 3万根香蕉、 2万个
盐丸 、 5.6万块降温海绵及22万
个纸杯， 以提供给参赛选手比赛
途中补给使用。

赛事终点向南， 分别设置由
20辆4.2米厢式货车组成的完赛
包发放区、存衣包领取、赛后体验
区等。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提升参
赛体验，组委会在终点设立了300
平方米的冰池区和1000平方米的
补给和拉伸区，300名专业的运动
防护师将为参赛运动员提供拉伸
放松服务。

在参赛选手安全保障方面 ，
组委会计划共派出14辆急救车、4
辆急救摩托车及180名大夫、护士
参与赛时救护工作。此外，组委会
还为所有参赛人员购买了人身意
外伤害险，同时指定8家医院作为
赛事的合作医院， 专门为赛事转
送的患者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确

保参赛运动员的及时救治。

赛事将分时段关门

本次半程马拉松设关门时
间， 并分段限时对社会交通进行
封闭与控制。 分时分段关门时间
如下：建国门（3.3千米）关门时间
为7:45，朝阳门（5千米）关门时间
为8:00，安定门（10千米） 关门时
间为8:30， 奥体中路西口 （15千
米） 关门时间为9:10， 湖景东路
南段北门 （17千米） 关门时间为
9:30， 奥林匹克公园6号门 （终
点 ） 关门时间为10:15。 未能在
各分段关门时间内完成比赛的选
手， 可乘坐组委会官方收容车前
往终点， 凭号码布领取在起点存
放的个人物品。

异型奖牌新颖别致

对于有 “收集癖” 的跑者来
说， 各种马拉松奖牌的设计成为
吸引他们参赛的重要因素。 根据
本次“北京跑”赛事特点，组委会
设计了富有北京文化色彩的半程
马拉松完赛奖牌和家庭亲子跑纪
念奖牌。 半程马拉松完赛奖牌正
面采用北京城市建筑地标及蜿蜒
的跑道， 寓意赛事与城市在不断
发展的道路上一直“奔跑”。 奖牌
背面跑道上， 是马拉松自最初创
立至今的重要年份， 颜色的递进
诠释出“路漫漫，不忘初心，路虽
远，坚持到底”的马拉松精神。 而
有别于一般圆形奖牌的异型设计
使得完赛奖牌新颖别致。

■体育资讯

■新闻分析

【体育】13副副刊刊２０1８年 4月 10日·星期二│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北京跑”周日鸣枪起跑

在上周日的一场中超联赛
中， 结束四连客回到丰体主场的
北京人和， 面对人员不整的上海
绿地申花净吞两蛋， 以一场令人
遗憾的失利结束了球队重回中超
的首个主场比赛。 说遗憾是因为
比分并不能反映出本场比赛的场
上局势， 北京人和在面对强敌时
全面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但欠缺
的是决定胜负的能力。

作为新 “京沪大战” 的首次
上演 ， 4月8日的北京丰体迎来
7533位球迷现场观战。 虽然这样
的数字在中超联赛中并不甚理
想， 但与中甲时期的北京人和多
则2000多人的上座率相比已是天
壤 ， 再考虑到比赛在工作日进
行， 京城球迷对这支球队的关注
已显著提升。

在重返中超的首个主场比赛
中， 北京人和显然希望打响开门
红。 全场比赛25次射门与61%的
控球率， 应该说这样的数据显示
出球队很好地把控了比赛的节
奏。 尤其是王刚表现非常活跃，
他频繁的快速插上与带球突破能
力， 让右边路成为本场比赛人和
发起进攻的主要通道。 在下半场
王楚换下曹永竞后， 王楚在后场
策动反击 ， 长驱直入后妙传王
刚， 后者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完
成打门， 虽然球被李帅扑出， 但
整个过程中， 人和两个边路的交

相辉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整场比赛北京人和可以说是

对上海绿地申花进行了全场压
制， 难怪在赛后发布会人和主帅
加西亚也不无遗憾地表示， 这场
比赛的比分有可能踢成4∶2或5∶2。
但比赛的结果也表示， 虽然球队
整体性很好， 但面对强敌时临门
一脚的能力实在有所欠缺。 本赛
季北京人和外援引进动作不大，
只是从江苏苏宁租借了穆坎乔和
从马竞引入奥古斯托， 这两位球
员从能力上来看都不是 “黑又
硬” 型球员， 在本场比赛中这两
位球员加之中场核心伊沃构成的
外援列阵让北京人和在传控数据
方面的优势尽显， 而射门能力一
般则让场上的优势无法转变为最
终的胜利。 反观上海绿地申花，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中， 通过
简洁高效的配合就能把攻势转化
为胜势， 凸显出罗梅罗、 莫雷诺
等明星球员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场比赛北京人和所暴露出
的主要问题也许并非教练加西亚
所言的 “欠缺一些运气”， 得势
不得分表现出的射门硬实力方面
的差距， 需要人和众将在短时间
内尽快缩短。 而像穆坎乔 “一通
操作猛如虎， 一看比分零比五”
这样进行不合理盘带而贻误战机
的问题， 也势必需要在周中进行
总结。

■■段段言言堂堂

现在每轮中超， 大部分球队
最没有悬念的就是换人这个环
节———为了完成足协的硬指标 ，
替补上场的球员， 或1个或2个都
是U23球员。 足球的一大魅力就
是教练员的临场指挥， 而这个乐
趣被足协的U23政策无情剥夺 ，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竟然改变了足
球的规律和规则。 开玩笑说， 中
超的这些外教如果将来回到欧
洲， 恐怕都不会换人了。

中国足球管理者制定U23政
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本土年轻球
员的出场率， 也许初衷是好的，
但显然中国足球管理者的 “数
学” 不大好， 这笔账始终没有算
清楚 。 从这两年特别是今年的
U23新政看， 本土球员的资源并
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发， 反而出
现了一些明显的浪费。 以国安队
对泰达队这场比赛为例， 当下半
时施密特换上于大宝时， 国安队
的23岁以上替补球员都回到了替
补席， 因为他们知道后两个换人
名额是给U23球员巴顿和王子铭
的。 巴顿还算是有一定即战力的
球员， 而施密特在比赛胶着时，
始终不敢换上王子铭， 德国人心
里很清楚， 这个时候如果耐不住
性子早早换上实力不足的U23球
员， 很有可能会搞砸比赛。

伤停补时阶段， U23球员王
子铭终于出场， 但就这么几分钟

他得到锻炼了吗？ U23球员走过
场式的出场已经成为了一种 “程
序”， 而23岁以上本土球员的利
益则在不断被侵蚀。 于大宝是中
国国家队的主力前锋， 但他如今
只能在国安队打替补， 因为外援
挡着他的路， 因为U23球员挡着
他的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不少
23岁以上的本土球员受到了外援
和U23球员的 “双重压迫 ”。 强
如于大宝都不能保证出场时间，
你说这个新政合理不合理？ 于大
宝还算 “幸运”， 毕竟他的名头
和能力摆在那儿。 还以国安队为
例， 一批有实力的23岁以上球员
根本得不到出场机会。 比如曾经
在国家队非常亮眼的门将池文
一， 为了不时之需， 大部分球队
的替补门将都是U23， 直接导致
池文一连替补席都进不了。 再比
如欧洲冬训时表现出色的边路快
马胡延强， 球队根本挤不出位置
给他驰骋。 更不要忘记因为处在
年龄边界点， 如今流落到中乙的
杜明洋。 U23新政的本意是照顾
本土球员， 但实际效果却像是让
场上多了3个 “低水平外援”。 于
大宝 、 池文一 、 杜明洋这些球
员， 本应该是中国足球的宝贵财
富， 但是他们的利益得到充分尊
重了吗？ 中国好的球员本来就不
多， 经得起这么浪费吗？ 白花花
的 “大米饭”， 就这么眼都不眨

地扔到 “泔水桶” 里？
多少年了， 中国足球的管理

者总是想通过顶级联赛的调整迅
速提高国家队的水平， 但我们看
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碰壁。 顶级
联赛是最高水平的比赛， 应该是
能者上庸者下， 让最好的球员出
现在最好的比赛中。 如果觉得外
援压榨了本土球员的空间， 完全
可以通过减少外援的办法， 给本
土球员腾出地方来， 比如现在是
三个外援首发， 可以规定再减少
一个变成两个。 让所有本土球员
的利益得到保证才是真正的好政
策， 而本土球员之间也应该有起
码的竞争， 不能在本土球员中形
成所谓的 “特殊群体”。 国家队
球员如果在联赛里得不到真刀真
枪的锻炼， 甚至保证不了出场时
间， 国家队的成绩从何而来？ 培
养年轻球员的任务应该由基层来
完成， 而中国足球现在的颓势恰
恰是为前些年不重视基层青训工
作还债。 类似U23这种政策， 更
应该出现在中甲、 中乙这样的低
级别联赛。 你还没跑呢就想飞？
别逗了！ 不要让23岁成为中国球
员的一道坎儿， 现在的年轻球员
压力越来越大， 表面看U23政策
是照顾他们， 但一旦23岁踢不出
来一切就全完了。 中国足球最缺
的是球员， 既然缺就不能让现有
的球员再感到 “不踏实” 了。

□本报记者 段西元U23新政更像是一种资源浪费

人和得势不得分并非运气问题
□本报记者 于彧 文/摄

两万跑者参赛 家庭跑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