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万！ 你没看错， 这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报名人数。 日前， 2024无锡马拉松公布数据， 有超过26万人
报名， 创造了国内马拉松赛报名人数的历史新高。 惊叹之余， 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串问号———马拉松赛事为
什么一签难求？ 路跑热为何能够穿越周期持续增长？ 中国路跑赛事和产业如何在高速发展中规范前行？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强如日本队也没有资格轻视任何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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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小组赛首轮日本队对
越南队的比赛本被认为毫无悬
念， 最终的结果也是夺冠最大热
门日本队4∶2胜出。 但越南队的优
异表现惊出了日本队一身冷汗，
上半时越南队一度2∶1领先，这场
比赛充分说明足球世界的 “不可
预知性” ， 即便是强队也没有资
格轻视任何看似弱小的对手。

越南队前几年进步神速， 不
但统治东南亚地区的赛事， 在亚
洲杯和世预赛以及亚洲各级青年
队杯赛中， 越南队也时常有惊艳
发挥。 不过最近这两年越南队似
乎没有那么亮眼了， 泰国队有迎
头赶上的趋势， 越南队东南亚老
大的地位开始动摇。 这场对日本
队的惜败， 证明了越南队依然还
在进步的路上， 只是成绩上出现
了一定的起伏而已。 越南队的脚
下技术很出色， 球队的传控能力
也不俗。 去年的热身赛上， 中国

队曾经击败了阵容不整的越南
队， 不过那场比赛越南队的控球
能力显得比中国队强不少。 相较
于前任韩国籍教练， 现任越南队
主教练特鲁西埃似乎更执着于把
越南球员的技术优势发挥到极
致。 在继承之前球队强调战术纪
律的同时， 越南球员在场上显得
更有想象力。 就像越南队的第一
个进球， 这个 “回头望月” 式的
头球攻门， 只有 “想得出” 才能
“干得出”。

按理讲日本队不应该轻视越
南队， 因为近几年的交锋日本队
踢得并不轻松。 上届亚洲杯日本
队只是1球险胜越南队， 世预赛
上越南队还曾逼平过日本队。 不
过日本队这两年确实太火了， 比
如他们一年内双杀了欧洲劲旅德
国队， 世界上任何强队都不敢说
能让德国队这么 “服服帖帖 ”。
日本队在比赛中不由自主地有些

松， 就像他们的两个丢球都出现
了盯人不紧的错误。 想想世界杯
上日本队靠防守反击爆冷赢了德
国队和西班牙队， 当时他们的防
线可说是 “严丝合缝”， 把所有
可能的破绽都给堵上了。 越南队
不是德国队 、 西班牙队那样的
“巨人”， 但越南队充分利用了日
本队的防守漏洞。

强队在大赛中很多时候都会
慢热， 志在冠军的日本队肯定也
会更加均衡地调整状态。 但日本
队如果把自己放到太高的位置，
那就有可能摔跟头。 而且这支球
队并非 “铁板一块”， 也有着很
明显的弱点。 比如日本队的新门
将铃木彩艳就不那么令人放心，
这位形神皆似曼联 “搞笑” 门将
奥纳纳的年轻人， 在比赛中精力
并不是很集中 ， 在他 “思考人
生” 的时候， 皮球就会 “飞” 过
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看来森保

一必须敲打一下这位赛前被捧上
天的年轻门将， 否则遇到更强的

对手， 铃木彩艳弄不好就成了球
队的 “定时炸弹”。

图为南野拓实（左四）打入本场比赛个人第一粒进球

昨天， 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进行成年组全能滑降和回转比
赛， 170名运动员参赛。 今后几天， 本届锦标赛还将进行成年
组超级大回转比赛、 青年组大回转比赛、 成年组大回转比赛、
青年组回转比赛等。 本次赛事是延庆区2023-2024赛季举办的
第四场高水平冰雪赛事， 一场场冰雪盛宴接连不断上演也成为
了今冬延庆的一大亮点。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陈艺 摄影报道

马拉松为何一签难求？

“中签就像中大奖一样 ！”
来自广州的跑步爱好者谢仲仪在
朋友圈发布了中签无锡马拉松的
截图， 引来一众朋友手动点赞加
实名羡慕。

根据组委会公布的数据 ，
2024无锡马拉松总规模为33000
人 ， 其中马拉松项目 22000人 ，
半程马拉松项目8000人， 欢乐跑
项 目 3000 人 。 赛 事 共 吸 引 了
265920名选手报名， 包括马拉松
项目141983人， 半程马拉松项目
106717人， 欢乐跑项目17220人。

而根据组委会的统计， 2023
年 无 锡 马 拉 松 参 赛 规 模 同 样
是3.3万人， 共有11.5万人报名 ，
一年之后， 报名人数翻了一番还
多。

无锡马拉松主办方表示，预
料到今年报名人数会比较多，但
没想到大家热情如此高涨， 这说
明随着健康理念的提升， 现在跑
步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这也是跑
友们对无锡马拉松办赛、 服务的
认可， 希望大家能在无锡跑出好
成绩。 “经过几年疫情， 很多人
都停下忙碌的脚步去关注自己的
健康， 多了很多跑步的人， 我也
是其中之一。 出名的赛事越来越
多人报名， 中签率自然就低一点
了。” 谢仲仪说。

事实上， 去年以来，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厦门、 无锡
等热门马拉松， 凭借成绩直通的
选手以及忠实跑者占比越来越
高， 中签正成为低概率事件。

例如，2024厦门马拉松全马3
万个名额中， 通过成绩直通的就
达到了将近2万人， 此外还有近
1500名“永久号”直通，总计占到
了名额的71%。 而无锡马拉松全
马22000个名额中 ， 成绩直通和
“挚爱直通”占比超过60%。

去掉直通名额后， 各大马拉
松的中签率纷纷跌破10%， 无锡
马拉松更是不到3.5%。

路跑热为何能穿越周期？

从1981年首届北京国际马拉
松比赛以来， 路跑赛事在我国落
地生根已经超过40年。 2010年以
后， 路跑热更是进入了爆发期，
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从
2014年的 51场增长到 2019年的
1828场， 5年增长30多倍 。 虽然
疫情期间大规模赛事受到了影
响， 但2023年， 路跑赛事快速恢
复 ， 全年全国共举办路跑赛事
580场， 参赛总人次达550万。

路跑赛事穿越周期的 “长
热” 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产业最受
瞩目的现象之一。 越来越多人参
与路跑运动， 反映了人们对健康
的追求， 体育运动正在成为更多
人的生活方式。 而各地乐于举办
路跑赛事， 一方面是满足越来越
多跑步爱好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
也是看中路跑赛事具有的城市营
销、 带动消费等功能。

正是这样的良性互动， 推动
着路跑产业不断向前。 近年来，
中国的路跑从赛事数量、 参赛规
模、 办赛能力和竞技水平上都取
得了长足进步。

中国选手杨绍辉在去年12月
的日本福冈国际男子马拉松赛上
跑出2小时7分9秒， 将何杰3月在
无锡马拉松赛上创造的全国纪录
提升了21秒。 此前已尘封15年的
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一年之内两
度被刷新。 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蔡勇表示， 路跑正逐渐成为城市
生态和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成为
各个城市吸引游客、 促进消费、
塑造城市IP的重要舞台。

据无锡马拉松组委会统计，
2023年， “锡马” 沿途共有27.3
万名观众观赛， 其中41%是外地
观众， 而超过7成的外地观众会
提前来到无锡 。 无锡马拉松期
间， 参赛选手和观众在餐饮、 住
宿、 交通、 旅游等方面为当地带
来了可观收益。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的数据
显示， 估算赛事产生餐饮经济效
益 6960万 元 、 住 宿 经 济 效 益
11661万元、 交通经济效益600万
元、 旅游经济效益209万元、 赛
事展位销售额50万元， 共带来约
1.95亿元的经济效益。

如何在高速发展中规范
前行？

经过多年发展， 国内城市路
跑赛事的竞赛组织、 医疗和后勤
保障、 交通管控等方面已经有一
套较为成熟的标准并在不断完
善。 然而，随着赛事数量的增长，
部分赛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
如赛事工作车阻挡了选手的冲
刺，完赛物资发放现场出现混乱，
佩戴他人号码簿“替跑”等。

中国马拉松要在发展中规范
前行，需要整个行业管理者、从业
者、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对标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科学规范、加强监
管、优化服务、推进发展。

协会层面， 为规范对路跑赛
事运营公司的管理， 2021年起，
中国田径协会着手建立路跑赛事
监管体系， 以 “协会-省级-地
市级-县级” 为架构设计， 覆盖
四个层级。 2022年， 在32家省级
监管单位中， 有25家建立了地市
级监管单位。 2023年， 有29个省
级监管单位建立了地市级监管联
系机制， 占比91%。

近期， 中国田径协会也在酝
酿对运营公司管理政策进行修
订， 将进一步明确针对中国境内
路跑赛事和协会认证路跑赛事的
运营公司资质要求， 完善准入和
公示机制。 中国的路跑产业必须
要度过“野蛮生长”的阶段。 作为
从业者来说，规范办赛是底线，像
无锡马拉松一样， 要相信用心的
精细化服务一定能创造惊喜。 而
对于赛事参与者来说 ， 在PB之
外， 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奔跑中寻
找健康、 快乐与人生的意义。

据新华社

荣宝斋首届青年艺术提名展近日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开幕。
展览包括中国画展、 书法篆刻展、 当代艺术展等板块， 荟萃了
全国各大专业院校的青年专家学者以及艺术界的青年中坚力
量。 展览旨在发现新人、 团结新人、 推动新人， 坚持学术与市
场相结合， 促进艺术创作繁荣和艺术市场繁荣， 引领艺术市场
新发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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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比赛26万人报名！ 马拉松“长热”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