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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圣地。两千
多年前，古希腊人举办第一届古代奥
运会，以竞技之名缔造和平；1896年，
现代奥运会于此诞生。如今，这片土
地将再次见证历史。3 月 19 日至 21
日，国际奥委会（IOC）第 144 次全会
将在希腊西南部的纳瓦里诺海岸度假
村内举行，选举产生第十任主席。

重要岗位：深刻影响世界体
育走向

全球范围内，熟知托马斯·巴赫
的人或许并不多，能脱口而出此次竞
逐接替其国际奥委会主席之位的七
名候选人名单者更是寥寥。但不可
否认的是，在体育政治化倾向日益加
剧的当下，国际奥委会主席是团结奥
林匹克运动各方的重要力量，堪称全
球体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同
时也是挑战最大的岗位之一。曾长
期担任国际奥委会营销总监的迈克
尔·佩恩说：“选错国际奥委会主席可
比选错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后果严重
得多。”

在国际奥委会近 131 年的历史
上，一共产生过九位主席，其中八人来
自欧洲，另外一位来自美国。根据《奥
林匹克宪章》，主席候选人必须是现任
国际奥委会委员。本次参与竞选的共
有七人，其中欧洲四人，分别是国际奥
委会副主席小萨马兰奇（65 岁，西班
牙）、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68
岁，英国）、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
拉帕尔蒂安（51岁，法国）和国际雪联
主席约翰·埃利亚施（63岁，瑞典和英
国双重国籍）；亚洲两人，分别是国际
奥委会执委费萨尔·侯赛因（61岁，约
旦）和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守成
（66岁，日本）；非洲一人，国际奥委会
执委、运动员委员会前主席柯丝蒂·考
文垂（41岁，津巴布韦）。

去年12月，这七位候选人公布了
各自的竞选纲领。今年 1月，他们在
洛桑一一向全体委员作闭门陈述，这
是投票前唯一一次当众阐释其个人竞
选主张的机会。本次全会期间他们将
不再进行其他形式的陈述。今年2月
的哈尔滨亚冬会，这七人悉数到场，抓
住竞选前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加紧公
关活动。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主席人选
由 100 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决
定。这些掌握投票权的委员中，既有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掌门人、国家和地
区奥委会负责人、明星运动员等，也不
乏王室成员、商界巨头与社会名流。

三天后，他们的选择将深刻影响世界
体育的未来。

选举规则：逐轮淘汰定胜负

依照本次主席选举规程，巴赫本
人在常规轮次中不参与投票。与七位
候选人来自同一国家的委员，在该候
选人被淘汰前也不能参与投票。

投票采取逐轮淘汰制：即每一轮
如有人获半数以上票便胜出，否则得
票最少者被淘汰；若出现得票最少者
平票，则对平票候选人启动特别投票，
决出一名被淘汰者。若最后一轮投票
中仅剩的两名候选人得票数相同，则
将加投一轮，获得多数票即胜出。若
加投轮仍出现票数相等，巴赫与国际
奥委会执委会协商后，将行使其决定
性投票权。

投票全程闭门进行，也不会对外
直播。选举现场，每轮仅公布被淘汰
者姓名，具体票数暂不公开。待新任
主席选举产生后，会议将转为公开并
直播，巴赫将当场宣布结果并邀请当
选者致辞，同时公布全部轮次投票
数据。

国际奥委会主席原则上任期八
年，任期满后可竞选连任，如成功，连

任的任期为四年。但如果新当选的主
席在任期结束前因任何原因，特别是
因年龄限制而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
资格，其主席任期则随其委员资格结
束自动终止。

挑战重重：理想与现实的
博弈

巴赫和新任主席将在 6 月 23 日
——奥林匹克日进行交接。当主席权
力交接完成，挑战亦扑面而来：如何防
止地缘政治冲突侵蚀奥林匹克运动的
团结；如何构建商业开发与体育纯粹
性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控科技进步对
竞技体育内核的改造……当爱琴海风
拂过古奥林匹亚遗址，石柱廊间似乎
回荡着历史之问：传承近三千年的奥
林匹克理想，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在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
技重构文明形态的时代，能否继续成
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

答案，或许隐藏在七位候选人的
竞选纲领中——

侯赛因以亚洲文化基因叠加西方
教育背景为支点，希望构建跨文明对
话纽带；

拉帕尔蒂安虽 2022 年才跻身国

际奥委会委员行列，却以电竞入奥及法
国阿尔卑斯山地区 2030 年冬奥会展现
锐意；

埃利亚施力推“冬奥固定轮办制+非
洲/中东/印度奥运拓荒计划”，试图重构
奥林匹克赛事版图；

小萨马兰奇则主张在恪守奥运价值
底色的前提下，让奥运商业模式更灵活，
让举办城市遴选更透明；

考文垂如当选，将成为首位女性主
席和首位来自非洲的主席，她明确拒绝

“身份标签”加持，誓言成为“最出色的候
选人”；

科提出的“奥运奖金”政策引发争
议，近期他强调给奥运选手奖金并非“一
刀切”，要分类施策确保运动员福祉；

渡边守成大胆抛出“五大洲联办奥
运”构想，破解地域壁垒……

3月 18日，本次全会开幕式将在古
奥林匹亚举行，之后的全会则将在百公
里外的纳瓦里诺海岸度假村进行。古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现代的度假村
会场，构成时空交错的隐喻。正如巴赫
所言，“团结与互助”是他任下奥林匹克
运动的核心追求，希腊的每一块石板，似
乎仍在低语着这一古老的箴言。
（新华社希腊纳瓦里诺海岸3月17日电）

IOC主席选举进入倒计时

谁 将 接 棒 巴 赫 ？
新华社记者 姬烨 肖亚卓 陈刚

更多，快速增加的场地数量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国
家围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和标准，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数量逐年攀升。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印发《“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以上的发展目标。截至
2022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就达到2.62
平方米，提前达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相较
于1995年底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时的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0.65平方米，这一数据在29年
的时间里增长了近四倍，达到现在的 3.0 平方
米。如今，全国仅健身步道数量就达到 17.18
万个，40.76万公里的总长度能够绕赤道10圈。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场地面积每增加
0.1平方米，乘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就是一个
巨大的绝对增量。”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王雪莉说。

北京咏怀体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兵说：“体
育场地设施作为百姓日常健身的重要载体，其
人均指标的提升，直观反映了近年来在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下，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的硬件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困扰群众健身

‘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同时也为完
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造了良好基础。”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邹新娴表示，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破3”，标志着我国在推动体育设施的普及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将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更近，不断缩小的健身半径

此次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专门配发
了两张扇形图，其中一张直观地反映了体育场地总面积在不同类型机
构中的分布情况。该扇形图显示，体育场地在居委会和村委会分布的
面积分别为5.81亿平方米和9.24亿平方米，两者相加占全国体育场地
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王雪莉表示，上述两个数据“让人眼前一亮”。“这特别直接地体现
出我国乡村体育和社区体育发展的成果。”

“以前我们经常说要打造15分钟健身圈，这个目标体现的就是缩
短百姓去健身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社区里越来越多的体育场地，让
居民参与运动更加便利，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带来的是健身积极性的极
大提升。”王雪莉说，“从乡村体育的角度来说，村委会拥有的体育场
地面积增加，体现的是体育场地设施城乡均衡发展方面的进步，从另
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体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王兵看来，居委会和村委会拥有的体育场地的面积占整体三分
之一以上，主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层治理效能凸显，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向社区、乡村末梢有效渗透，基层自治组织成为体育公共
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二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
体育场地设施日趋身边化，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得到逐步满足。三是体
育场地设施城乡协同发展，逐步推动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

更丰富，日益多元的健身选择

2024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按项目划分，在基础大
项场地方面，全国田径场地达 20.93 万个，游泳场地共有 3.97 万个。
球类运动方面，全国共有场地303.62万个，其中足、篮、排“三大球”场
地 150.42 万个，占 49.54%；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 139.54 万个，占
45.96%；其他球类运动场地13.66万个，占4.50%。此外，全国有冰雪
运动场地2678个，其中滑冰场地1764个，滑雪场地914个。

王兵表示，从健身场地的运动项目分布不难看出，如今百姓参与
健身的运动项目越发多样化，并且对健身场地也有了更加专业化的需
求。一些新兴、时尚、冷门的运动项目场地暂时还归在“其他”分类
中，但并不影响全面反映百姓丰富多彩的健身图景。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冯国有表示，我国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呈现出
从城市到农村，从传统到多样化、从量扩大到质提升的发展规律。这
样的体育场地设施结构一方面与我国全民健身大众化的、传统的体育
项目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兴体育项目的需
求，尤其是北京冬奥会后，百姓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这样的
热情也加快了冰雪场地设施建设的速度。

“冰雪场地设施为冰雪运动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同时，冰雪场地设施也为举办国际、国内、专
业性、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提供了条件，可以带动冰雪旅游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这些都为冰雪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冯国有说。

更高效，未来场地的发展方向

2023 年，《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印发，“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正式启动。其主要内容是
开展健身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旨在推动城
乡健身设施从“有”向“优”转变，实现质量提升、服务提升、效益提升。

针对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未来发展方向，多位专家表示，当前我国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形势可喜，但仍需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提升健
身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

原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表示，目前的体育场地基本可以满足
群众需求，但光有场地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健身指导，有配套设施服
务，以服务群众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切实提升体育场地服务质量。冯
国有建议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体
育设施开发和安装方面满足适老化的需求。王雪莉则表示，目前体育
场地的智能化和标准化方面还需加强，场地的运营效率提升、运维和监
管到位仍是未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兵表示，目前我国体育场
地设施仍存在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场馆“重建设轻运营”、部分设施
使用率低、市场化造血能力弱等不足。从未来发展来看，一是要强化科
学规划，重点补足群众健身“家门口”设施短板。二是要推动智慧化升
级，依托数字化提升场馆运营效率。三是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激活社会
资本活力。四是细化标准体系，按运动项目需求优化专业场馆供给。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健身设施短
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既契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及百姓体育消费习惯，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邹新娴说。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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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前全市统计仅有400名长
期滑雪的爱好者，到如今超过10万市
民长期参与冰雪运动，日前记者在河北
省唐山市路北区走访弯道山滑雪场时，
听到的这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座诞生于老工业区改造项目、位
于城市中心的滑雪场，本雪季达到12
万客流量，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
长 3000 余万元。雪场所处的老工业
区，如今正通过冰雪产业焕发新生机。

“400”人

唐山市滑雪协会秘书长韩笑是个
“专家级”滑手，老家在黑龙江省，他
1988年开始学习滑雪，参加过1996年
的全国锦标赛，专业队退役后落户唐山
工作生活。

“早年滑雪的地方少，滑雪的人也
少。有的雪友会去北京，有的会去崇
礼，有的会去更远的亚布力。”韩笑说，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在北京周边
的滑雪场能遇到天南海北的雪友，感觉
滑雪人群规模在扩大。

唐山市滑雪协会在2010年成立。
协会不仅负责宣传冰雪运动知识、推进
冰雪进校园活动，经主管部门授权，也
经常协调组织各类集训和比赛活动。

2022年3月，协会通过会员登记、
门票销售记录、抽样调查推算等方式进
行了一次调研，摸底了唐山市在固定滑

雪场地长期参与滑雪的人数。“当时唐
山市区没有滑雪场，很多雪友分流到了
周边区县以及北京、崇礼的滑雪场，统
计下来总数只有400人。”韩笑说。

在城市中心建一座滑雪场

正是在那年春天，路北区谋划对一
片老工业区进行“城市更新”改造。

这片老工业区内分布着多家陶瓷
厂、陶瓷机械厂、职业院校和居民小
区。这些小区在经过40余年使用后，
其建筑质量、设施配套及功能布局已逐
渐暴露出严重问题。

“经过4个月的走访调查，并充分
遵循城市控制规划，相关单位最终划定
了约1.83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256
个足球场的面积。”唐山市规划建筑设
计研究院负责人张杨介绍。

为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城市发
展需求，该片区的改造围绕“资源文化、
功能业态、配套设施、舒适宜居、交通便
捷、安全韧性”六个领域展开。唐山市

路北区城管局副局长荣鑫说：“我们谋
划了七类47个更新改造项目，一座能
够满足群众运动健身、休闲娱乐需求
的弯道山滑雪场，被列为重要配套项
目。”

“要在城市中心修滑雪场？”“修滑
雪场是面子工程吗？”“是超前规划还是
不切实际？”在2022年 12月雪场试运
营之前，这样的质疑声不断。

最终在不到3个月的雪季运营期
内，弯道山滑雪场接待游客超 8万人
次，拉动消费上千万元。弯道山滑雪场
运营经理褚琪说：“当时建有滑雪道6
条、配置魔毯5条，春节期间每天客流
都很大，还吸引了大批周边区县及天津
市的游客到来。”

“10万”人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冰雪文化
通过扣人心弦的比赛得到更广泛传播。

面对日益旺盛的冰雪消费需求，弯
道山滑雪场持续开展专业滑雪教学培

训，让众多市民在家门口完成了滑雪的
“第一课”。此外，路北区联合滑雪场实施
“冰雪进校园”活动，为加快普及推广冰雪
运动发挥积极作用。

褚琪介绍，2024-2025雪季弯道山滑
雪场接待游客数量12万人次，拉动周边
餐饮、住宿消费增长3000余万元。城市
中心的滑雪场，成了真正惠及百姓的体育
场地，促成了地方冰雪经济的“破茧成
蝶”。

据统计，目前唐山市累计参与冰雪运
动人数达370余万人，其中获得大众滑雪
（冰）等级标准证书的达26万人，每年能
够坚持长期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稳定在
10万人以上。唐山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
科长魏珠华说：“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赛事活动不断举办，近几年滑雪爱好
者人数能达到年均15%左右的增长率。”

“过去场地设施匮乏让本地的冰雪运
动长期停留在小众领域。”路北区委书记
艾长征说，“一个滑雪场的出现，改写了这
座工业城市冬季文旅产业的版图，也以冰
雪为支点撬动了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民
生改善的连锁反应。”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弯道山滑
雪场所在的区域将持续进行生态景观和
配套设施提升，夏季运营已在规划当中，
计划引入滑板、滑草、戏水乐园等项目，将
进一步激活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石家庄3月19日电）

从 400 到 10 万
——一座滑雪场撬动的城市更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 杨 帆

3月18日，国际奥委会第144 次全会开幕式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举行。
图为当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 2024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截
至2024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体育
场 地 484.17 万 个 ，体 育 场 地 面 积
42.3 亿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 3.0 平方米。全民健身及体育
产业领域专家认为，数量更多、距离
百姓更近的体育场地设施将为体育
强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更
加丰富的运动项目场地也折射出人
们日益多元的健身需求，以及背后
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

新华社利雅得3月 18日电（记者
王子江、罗晨）中国男足中场球员汪海
健18日表示，因为中国队在去年主场
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中让对手利
用角球攻入了两球，所以客场的比赛
全队肯定要做足定位球方面的工作。

24岁的汪海健说，去年在大连与
沙特队的首回合比赛中国队输得确实
很可惜，全队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被对

手绝杀，但经过那场比赛后全队越来
越好，大家一步一个脚印，也取得了
胜利。

“我们肯定要在定位球这方面做
足工作，因为毕竟在主场让对手进了
两个角球。”他说。

因为代表上海申花参加亚冠比
赛，汪海健与国家队的会合晚了一点，
但经过最近几堂训练课，他表示已经

把状态尽量调整到最好，现在更有信
心面对 20日晚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 18 强赛 C组第七场与沙特队
的比赛。

前一天晚上与全队从迪拜飞抵利
雅得的汪海健说，上午全队进行了休
息放松，下午大家去健身房进行了一
些体能训练。“来到利雅得感觉都有了
比赛氛围，大家（现在）不管是从精神

状态还是心理层面都已经达到了比赛的
要求。”

在上一个客场与巴林队的比赛中，
汪海健助攻张玉宁进球，中国队以 1:0
击败对手，汪海健说，希望把这种好运带
到沙特。

“客场比赛肯定是不容易，我们肯定
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立足于防守，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汪 海 健 ：中 国 队 会 在 定 位 球 上 做 足 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