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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深圳
的体育产业、特别是竞赛表演业发展迅速，
2019年内，深圳已经举办覆盖“海陆空”和
春夏秋冬四季的超过500场国际和国内赛
事。

如何形成有地方特色的赛事体系？ 体
育赛事与城市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体
育如何助力打造“幸福之城”？ 来自深圳的
样本值得分析。

海陆空全覆盖春夏秋冬全天候
作为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 深圳依托

自然和气候资源禀赋，形成了“海陆空”和
春夏秋冬四季全覆盖的赛事体系。 截至发
稿，2019年深圳共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超过500场，并形成了国际高端体育赛事、
高水平职业俱乐部赛事和本土自主品牌赛
事三个层次。

国际高端体育赛事中， 深圳举办了女
子网球协会（WTA）年终总决赛和法国足
球超级杯赛等赛事；职业俱乐部赛事序列，
中超和CBA联赛定期上演；本土自主品牌
赛事中，乒乓球国手精英悉数出战的“地表
最强12人”和“中国杯”帆船赛等已经拥有
了很强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力。

以网球为例，从1月的WTA深圳公开
赛开始， 到11月WTA深圳年终总决赛结
束，WTA一个赛季的头尾都在深圳， 在全
球独一无二；在高端赛事的金字塔尖之下，
更有着发达的青少年和业余赛事体系，以
及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塔基。 有业内人士认
为， 深圳未来甚至有希望成为媲美佛罗里
达的世界网球之都。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巡视员
王志强说，深圳始终坚持“政府引导、企业
承办、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

据了解， 近年来深圳市每年拿出约两

亿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体育产业发展，而体
育赛事是重点扶持的对象。 为保证资金使
用的公平与效率，相关部门出台了细则，根
据各级赛事、参赛球队、赞助商、传播效果，
制定了一系列的评分标准。

一项赛事与城市的“化学反应”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18年

曾发布一项数据， 深圳体育产业每产出1
元， 将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产出增加6.02
元。体育产业能够带动周边产业发展，这是
很多城市大力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逻
辑。不过，一项成功的赛事给一座城市带来
的却不仅仅是一本经济账。

2017年开始在深圳举办的“地表最强
12人”或许是一个例子。作为一项自主IP赛
事， 这项从国乒队内发展而来的比赛创办
于2006年，以“直通”为主题，目的在于通
过公开选拔赛的形式， 来决定国乒每年出
征世界大赛的部分名单， 通过转播呈现给
观众。国乒的最强国手是赛事的基础，而能
否直通世乒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国际大赛则
是核心悬念。

赛事落户深圳后，将IP的核心内涵、竞
赛系统和传播系统等固定下来， 而深圳也
为这项赛事注入了互联网和科技基因。 例
如，赛事的数据服务扩展到了35项，大量增
加了描述运动员个人习惯的技术项， 为国
乒的训练提供了精准化参考。 此外，3D模
型与实时数据在页面端的融合， 则呈现给
用户360度任意视角的数据可视化体验，
大幅提升了电视和网络的观赛体验， 也增
加了人们的分享意愿。

据统计，2019年“地表最强12人”共创
造社交媒体话题讨论量8亿次，相关话题15
次登上微博热搜， 传统国球跳动出了新活
力， 深圳一时间也成了世界乒乓球爱好者

最为关注的城市。
赛事在线上线下的爆发让商业化运营

有了突破的条件。 2019年，作为赛事的联
合主办方，腾讯体育提供了500万奖金，让
赛事成为世界上奖金最高的乒乓球比赛之
一。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评价，此举迈出了
乒乓球市场化发展的第一步。

深圳具备年轻的体育消费群体， 更有
前沿互联网、科技与商业的助推，从而形成
了体育赛事IP创新和生长的土壤。 而主办
方借助赛事， 也可以打通整条体育产业链
条，激活场馆运营、体育经纪、体育培训和
转播服务等上下游业务。

赛事与城市的紧密连接和深度融合产
生了“化学反应”———城市给赛事提供了生
存、发展和创新的土壤，赛事让城市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得到提升。

未来，深圳将进一步加强赛事的引进、
服务与孵化。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张合运表示， 深圳将深化体育赛事活
动审批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体育赛事评估
指标体系，并优化赛事组织管理，积极引进
新的大型赛事。

“幸福之城”在路上
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指出，“支持深圳举办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 建设
国家队训练基地， 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
动。 ”

深圳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 世界的人
才正在深圳聚集。 每天，他们从实验室、会
议室和交易室中走出， 散落在城市的每个
角落，他们对顶级赛事有着观赏需求，对运
动更有亲身参与的需求。

因此， 体育赛事不仅要高举高打形成
国际影响力，也要“下接地气”，让老百姓有
更多的“获得感”。 而近年来在深圳举办的
很多高端赛事， 都有实实在在走进校园和
社区的项目，强调与普通市民的连接。

记者在WTA年终总决赛、“地表最强
12人”等赛事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在
观众席上，刚刚打完球，还穿着球鞋、背着
球包的观众比比皆是。而这背后，是因为在
比赛场地周边就有供群众健身的场地开
放，可以带给爱好者参与和观赏“一条龙”
的体验。

在“高大上”的赛事之外，近年来在土
地稀缺的情况下， 深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但总体上仍处于缺乏
状态， 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运动需
求。最新规划显示，深圳将在市中心多个公
园内建设运动场地， 未来将免费或优惠向
市民开放……

在深圳， 赛事产业发展已让观赛不再
“一票难求”。 未来， 当市民告别了运动的
“一场难求”， 体育从可有可无的生活点缀
成为生活方式， 甚至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
活信仰，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幸福之城”
的模样。 /新华社

赛事如何与城市发生“化学反应”？
———来自深圳的2019样本

公交之声

近年来，长春公交以公交出行宣传周为
契机开展的市民满意度调查，乘客们最满意
的是车内卫生环境和驾驶人员的服务态度。

近日， 记者在车号为吉 A01929D 的公
交车上见到了刚将车开到终点站的 312 路
公交驾驶员庄广峰， 他送走最后一位乘客，
拿起扫帚先将车内打扫一遍，又拿起拖把把
车厢内外擦拖干净， 才停下来喝了一口水。

“为给乘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卫生、温馨
的乘车环境， 公司要求我们做到每趟清扫，
每天清刷车辆，并进行例行保养，这样才能
使车辆每时每刻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
庄师傅微笑着说。 他还告诉小编，作为一名
公交车司机，不能只顾开车，只有热情服务、
礼貌待客，才能让乘客坐着舒心，劳动才有
价值。 正是他的热情服务，他被车队评为“五
星级驾驶员”。

312路驾驶员庄广峰内外兼修
让乘客坐得更加舒适

12月 24日， 龙潭大队全体防火监督员
深入辖区重点单位清源宾馆、阳光 100、不见
不散网吧、陆号浴馆开展错时检查行动。 检
查中，首先听取了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消防
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重点对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消防控制室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 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对自动报警系统的
熟悉掌握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 检查结束
后，要求单位负责人要切实抓好本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
火灾防控工作，落实好防范措施，保证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严
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单位员工的
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和抵御火灾能力。 /孙双诚

龙潭大队针对辖区重点单位
积极开展错时检查行动

作为公交车上的配套设施———车坐套，
经过长期使用，就会出现污渍，发出异味。66
路吉 AF-0632 四星级驾驶员杨猛为了给
乘客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利用
休息时间，把车辆车座套全部摘掉，拿回家
清洗。

杨师傅说，一般两个月左右，座套就会
变脏，除了座套落灰外，还有乘客在车上用
座套擦手……座套皱巴巴布满黑斑，容易散
发出难闻的气味，看上去十分不美观。 于是
他萌发起把座套带回家清洗的念头，杨师傅
表示，他将坚持清洗车座套，对车辆卫生加
强管理， 为乘客们创造一个“五星级”的乘
车环境。

66路驾驶员杨猛洗公交车座套
营造舒适车厢

2019 年渐近尾声，各行各业
都在盘点。一年来，中国高铁又有
什么“新成绩”呢？

26 日，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公司了解到，到年底，中国高
铁运营里程将达到 3.5 万公里，
今年开通的高铁将超过 5000 公
里， 是近四年来开通高铁最多的
一年。

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
去年底，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2.99 万公里。 今年， 铁路部门预
计，全年将投产 50 个项目、新线
超过 7000 公里。

年底前，10 多条新线陆续加
入高铁“大家庭”。 5000 公里高铁
分布在东西南北多个省区， 让更
多百姓体会到“说走就走”的幸福
感。

在中原，郑渝高铁郑州至襄阳
段、郑州至阜阳高铁、京港高铁商
丘至合肥段于 12 月初开通运营，
南阳、周口等城市结束不通高铁的
历史。

在山东、贵州、四川，随着日兰
高铁日曲段和成贵高铁宜宾至贵
阳段建成运营，临沂、毕节等革命
老区和贫困地区接入全国高铁网。

26 日， 黔常铁路和昌赣客专
又双双开通运营。前者让恩施、湘
西、张家界等“诗与远方”不再遥
远；后者全线设站 13 座，平均站
间距 34.5 公里，基本实现县县有
站。

中国铁路打造“绿色工程”的
理念进一步提升。在黔常铁路，中
铁北京局在东晋诗人陶渊明《桃
花源记》中桃花源的所在地，打造
新时代新乡村高铁示范小站———
桃源站。 车站采用干阑式构造相
结合的大跨度弧形屋顶， 具有国
内少有的非对称而均衡的布局，
给人一种“韵味悠然，诗意栖居”
的感觉。

中国铁路的建设能力也在不
断进步。昌赣客专有一座“世界无
砟轨道第一桥”。 攀上 10 层楼高
的昌赣客专赣州赣江特大桥桥面
远眺， 章江与贡水在八镜台下交
汇成赣江，奔流而来。交汇处下游
1.9 公里处的这座“赣江第一桥”，
创造了一项新世界纪录———首座
列车运行时速可达 350 公里的大
跨度高铁斜拉桥。

“世界一跨千米的斜拉桥并
不罕见， 但能让高铁飞驰的目前
主跨都在 200 米以下， 而且列车
最高运行时速多在 250 公里以
下。 ”铁四院设计师严爱国说，赣
江特大桥主跨有 300 米， 有 264
米采用“钢箱 + 混凝土桥面板”
的钢混组合结构， 使容易变形的
大跨度桥梁更“硬气”。

不仅如此， 在无砟轨道结构
层之间， 设计者首次设置了一定
厚度的弹性隔离缓冲层， 使大跨
度斜拉桥上高铁无砟轨道板控制
精度提升到 0.5 毫米级。

到年底， 中国高铁还有好消
息。 年底前，在华北，张呼高铁将
与大张高铁、 京张高铁一起在年
底同步通车， 京津冀地区旅客可
实现内蒙古大草原“一日游”。 在
“塞上江南”， 银川至中卫铁路将
把宁夏拉入高铁“朋友圈”。

“四纵四横”已经建成，“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越织越密，
中国变“小”了。来，拿上一张高铁
票，行走中国！ / 新华社

一年开通超5000公里
中国高铁2019“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