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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竞赛千人奔赴，杠赛来！
各地都在争办赛事，“赛事热”背后到底是在“拼”什么？
到达一座城，有很多种理由，或许是城中的风景、往事，或是为了一个人。而今，还可以加一个动感的理由——— 因为为一场赛事。
当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正为办一场赛事而努力；而办好一场赛事，或许可以成就一座城市，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王贝艺 李梦瑶 济南报道

因赛事奔赴一座城

5月5日，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泉”在
济南跑半马——— 2024济南奥体半程马拉
松在济南奥体中心北广场鸣枪开跑，来
自国内外千余名跑友“奔赴”泉城，共同
享受一次汗水与多巴胺的碰撞。

来自黑龙江的小伙王喆夺得2024济
南奥体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季军，“几天
前，我刚参加完山西的马拉松比赛。”因
为热爱，他又马不停蹄地从山西来到济
南。

这场马拉松有多火？据组委会透露，
赛事报名通道开启20分钟内，欢乐跑项
目已报满；3个小时内半马名额被抢空。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春节同样在
济南奥体中心举办的亚冠。据当晚现场
播报，比赛时观众人数为46273人。“从亚
冠淘汰赛分组抽签结果出来之后，我就
开始期待这场比赛了，作为泰山队球迷，
只要是泰山队主场，我几乎都要到场观
看。”来自山东青岛的张帅纲说。

据《足球报》统计，中超2023年赛季，
山东泰山的主场入场观众超过40万人
次。以官方公布的第22轮中超联赛观众
人数统计数据为例，济南奥体中心的观
众人数最多，达到26763人次，其次是武
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为23960人次。

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因赛
事奔赴一座城”带来的人气与流量，济南
也因赛事而向“流量城市”一路狂飙。

感受到赛事热的城市不只有济南。
遥想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
运会，用“举国欢腾”“万人空巷”来形容
当时的情景毫不为过；去年，杭州亚运会
期间，外地游客数量超2000万人次，杭州
曾一度超过北京上海，位列某旅游平台
机票目的地首位；哪怕一个县域城市，也
有可能因为体育赛事成为一段时间的流
量高峰。例如，广西阳朔县攀岩节近年来
逐渐成为国际级的攀岩盛事，而2023国
际攀岩节当天，来阳朔旅游人数为13360
人，较比赛前一天增长3220人。

“每种体育赛事都有自己的受众群
体，可以理解为一种粉丝经济，吸引人群
为之奔赴。”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讲
师孙竞表示，这种较强的明星属性和吸
睛效应，还能够影响并激励粉丝群体释
放出巨大能量。

赛事“点燃”一座城

千万人的“奔赴”能为城市带来什
么？答案是“点燃了一座城”。

“一日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
多人旅游”是这次济南奥体半程马拉松
赛事的常态。依托五一假期，“泉”在济南
跑半马成了“泉”在济南过五一主题活动
之一。为的是通过举办马拉松赛事，将

“流量”变成消费的“能量”和经济的“增
量”。

有观点表明，体育赛事“对旅游在内
的各类关联消费带动作用非常大，一项
赛事所带动的关联消费甚至是体育消费
的数百倍”。

“如果遇上比赛，店里基本就是爆满
的状态。”济南奥体中心一烧烤店店长介
绍，赛事当晚客流能达到平时的3倍左
右。

此前，记者曾在多次中超赛事当晚
走访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1公里左右的

多家酒店，均表示“房间紧张”，不少热门
房型“早早地就订满了”。若是碰上火热
的假期，效果或许更甚。

放眼全国来看：今年的无锡马拉松
创造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经济效益
2 . 82亿元，较去年提升了45 . 5%；3月1
日，《2023年上海市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
报告》出炉，其内容指出，2023年上海共
举办118项赛事，带动消费37 . 13亿元，
拉动相关产业效应达128 . 64亿元……

但一场比赛，让人叫座又叫好，不容
易；一个城市，要做到叫座又叫好，同样
是困难重重。当二者结合在一起，则对于
城市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打造上就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为承办大运会，成都新建场馆13个，
改造场馆36个，同时设置1000余个城市
志愿服务小站，站内准备了应急救援包、
温度计、饮用水、消毒液等物资，分布于
成都交通枢纽、景点商圈、场馆周边；为
迎接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除了新建、改
造体育场馆，还编制了住宿、餐饮、医疗、
安保、交通、志愿者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方
案；而像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新增公厕、
指挥导览等，已成了不少城市做好赛事
服务保障的基本手段，无形之中提升了
城市的治理能力。

从硬件设施的打造到城市治理能力
的提升，不仅经济效益可观，赛事也成了
展现和提升城市软硬实力的良机。

让赛事成为城市名片

如何利用好大型赛事这一“跳板”，
各个城市看似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叫
响自己的口号，但“殊途同归”，都剑指

“赛事名城”。
济南也不例外，将重点推动由举办

单一体育比赛向申办高端精品赛事、培
育自主品牌赛事、做亮“城市足球”特色
名片、打造赛事名城方向转变，更是将目
光瞄准了“电竞赛道”，着力将济南打造
成黄河流域电竞名城。

“济南在打造‘赛事之城’方面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硬件设施较完
善，二是济南具有‘体育旅游活动’的
历史。”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
省旅游协会会长王晨光介绍，（上世
纪）80年代后，济南修建了山东省体育
中心，涵盖各种先进齐全的体育场馆、
设备设施，算得上全国最早的大型体
育设施。自此之后，济南的大型体育活
动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去年以来，各项体育赛事更是在济
南“多点开花”。资料显示，2023年以来，
济南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超过
3300项(次)。今年，济南的赛事热更是迎
来井喷。梳理来看，仅马拉松赛事，济阳
马拉松、槐荫马拉松等相继举办，章丘马
拉松5月18日即将开跑，2024济南(泉城)
马拉松正在申办中。今年，济南也提出了
新目标，申办和准备承办省级以上体育
赛事20多项，市级各类比赛40余项。

“办一场比赛，不仅是一项体育的活
动，更是一场文化的交融。”王晨光认为，
如果体育赛事只呈现体育，那么这项赛
事注定是走不长的，赛事与当地文化产
生“灵魂共鸣”是一项赛事能否在当地扎
根的关键。

成都大运会让天府文化惊艳出圈，
是一次借助赛事讲好“城市故事”的生动
实践。王晨光认为，济南也应以此为方
向，将赛事与泉城文化底蕴结合起来，让
济南不仅有泉水、荷花，还有赛事。

5月5日举行的济南奥体半程马拉松赛吸引了千余名参赛者。 徐晓磊 摄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