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7月12日，由福
州市文旅局主办的“夏一站·趣福州”研学旅
游季启动，6条主题研学线路、103项研学产
品、20项旅游优惠措施及景区活动、20项文
化惠民活动、45场文艺演出和展览同时推
出，为广大青少年带来暑期“文旅大餐”。

据介绍，6条主题研学线路分别为“沿着
总书记的脚步访福州”“跟着诗词游福州”“你
不知道的福州‘船’说”“我把福州戏唱给你
听”“探秘福州茉莉花茶”“漫游闽江之心”，线
路覆盖严复故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上下
杭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景区和网红地标。内
容多元，寓学于游、寓游于趣。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的参与形式十
分多样，有“趣自然研学之农耕”“非遗大漆剧
本营《奶奶的梳妆盒》”“小药王研习之旅”“飘
漆扇DIY体验”“肉燕非遗技艺体验式研学”
等103项研学产品。期间，孩子们不仅可以
和多种非遗项目来一次亲密接触，还能体验
其实用价值。

福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闽都文
化、福州古厝、历史名人都是开展研学旅游活
动鲜活的教材和移动课堂。下一步，福州市
还将继续挖掘、丰富和提升研学旅游产品，推
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研学旅游活动，持续打响
福州研学旅行品牌。

“夏一站·趣福州”研学旅游季启动

进入 7月，阳澄湖的大闸蟹开
始火起来了。民间的“六月黄”，名
声向来很响。但其实，在阳澄湖地
区，还有一个文化符号历史悠久、
名头响亮，那就是圣堂庙会。

阳澄湖地区自古鱼稻文化发
达，百姓为期盼风调雨顺、消灾避
难而祈求神灵保佑之民间信仰活
动延绵不绝，一年四季庙会不断。
而每年春天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
区阳澄湖镇圣堂寺举办的圣堂庙
会则是其中最盛大隆重和最具代
表性的。500 多年以来，这一庙会
成为阳澄湖地区颇具群众基础的
民间信仰活动。

相城区政协委员、圣堂寺主持
行慈介绍，圣堂庙会 2013 年被列
入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2016年被列入江苏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21年 6月
12日，在“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第五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布，圣堂庙会
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相城小志》记载，圣堂庙史
称东岳庙，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

（1522-1532 年）。1957 年圣堂庙
曾改建为湘城中学校舍，至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于原址之南重建
圣堂庙，2000 年更名为圣堂寺，庙
会也逐年恢复起来。

每年农历三月廿六至廿八，相
传为东岳大帝诞辰，相城区阳澄湖
镇及周边的太平街道、渭塘镇，常熟
市辛庄、横泾，昆山巴城、石牌等地
近百大小庙神都被大轿抬出，甚至
扩散至上海、无锡等地区，各地神明
均“解饷”到圣堂寺仁圣宝殿庆贺东
岳大帝生日，名曰“春会”。庙会当
日一大早，身着民俗服饰的民众们
就整装出发，抬出各路大小庙神，两
面大锣鸣锣开道，托香、小拜香、桃
花担等各种会班、民间文艺队伍纷
纷上演，在吹打弦乐声中缓缓而行，
边走边演。仪式完毕后，调龙灯、挑
花担、打莲厢、腰鼓、阳澄渔歌、传统
戏曲等各种民俗文化表演活动悉
数登场，来自各地的围观群众也纷

纷驻足观看拍手叫好，一直延续到
傍晚时分散尽。

当日庙会周边摊贩云集，饮食
小吃等花样繁多；卖艺杂耍五花八
门，现场热闹非凡。

圣堂庙会是在阳澄湖区域民
俗仪式、民间文艺的重要载体之
一。长久以来，它已成为当地传统
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们
感知认知属于自身的传统生活方
式和社会伦理观念，从而增强文化
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促进
人与人、社区与社区间的交流。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城乡
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快速推进，度假
区（阳澄湖镇）注重民俗文化项目
的保护，依据庙会的活态性、传承
性、流布性和地域性特点，力推非
遗资源有效“存续”，逐步形成了以
湘城古镇为中心的阳澄湖区域民
俗文化生态保护区，圣堂庙会民俗
活动得到有效延续。形成正面的
社会影响、历史意义、人文价值。

（作者系相城区政协工作人员）

圣堂庙会的前世今生
范义哲

运动强度不大 自带社交属性

在北京朝阳区CYU飞盘俱乐部
群组里，每天更新的消息数十条。除
了俱乐部工作人员发布不同时间段
的场地预约外，也有针对不同级别盘
手的训练教学小班课程。

萌新盘手晓静几乎每个周末都
会参加训练课，有时还会约上朋友一
起体验。“我也是刚刚开始玩。”晓静
告诉记者，之所以会选择飞盘，除了因
为这是一项比较时尚、流行的运动外，
还相对容易上手，而且没有太强的身
体对抗性。“飞盘运动对女孩子还是很
友好的，而且男女同场竞技的运动也
不多见。”晓静说，虽然她的技术还属
于“菜鸟”级，但每扔出一个盘，接到一
个盘，都会有成就感、愉悦感。

一身运动服、一双跑鞋、一副手
套、一个飞盘，这就是飞盘的全部必
要装备。在场地方面，专业的飞盘比
赛在足球场进行，如果只是休闲玩
乐，一块空地足矣。不需要高昂价格
的装备，相对灵活和自由的场地，以
及并不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让飞盘在
现代城市中有了成为热门运动的底
气。当然能够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
捧，除了飞盘的这些特性，还因为它
兼具了很强的社交属性。

“没有接触飞盘之前，我喜欢一
个人跑步，可接触飞盘之后，我认识
了很多‘飞盘侠’。”王宏是一名软件
研发人员，也是飞盘的忠实玩家。他
告诉记者，飞盘运动虽然男女同场，
但没有太多的身体对抗和接触，给了
体力悬殊的人同场竞技的可能性，所
以在这里也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
朋友。

“飞盘上手简单，很多人在刚接
触的时候，就能很快掌握技巧，更容
易坚持下去。”飞盘玩家小谢表示，而
且玩过一次后还愿意继续留下来的
人，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其独特的互动
属性所吸引。

飞盘发展的前世今生

比起国内飞盘运动还处于起步
状态，国外的飞盘运动早已如火如荼
了，各种赛事也层出不穷。

刚刚在美国伯明翰闭幕的第十一
届世界运动会中，飞盘正是赛会的34个
大项之一。而为这次飞盘项目做赛事
解说的海南省飞盘运动协会会长汪若
阳则是有着14年盘龄的资深飞盘手。

1948年，世界上第一块飞盘由
美国人弗瑞德·莫瑞森发明。随后，
飞盘运动在欧美流行开来，并成立了
专业的飞盘组织——国际飞盘协
会。经过发展，这一组织得到国际奥
委会（IOC）的承认，成为如今的世界
飞盘联合会（WFDF）。

“飞盘运动其实很早也在国内流
行过，很多‘60后’‘70后’在小时候
都是接触过飞盘的，当时大家更多地
把飞盘当成一种玩具，而没有形成正
式的比赛把喜欢飞盘运动的人聚集
在一起。”汪若阳说，在21世纪初，随
着我国进一步开放并与世界接轨，在
很多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带动下，重
新燃起了国人对飞盘的热情。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
段时间，国内渐渐引进了有组织有规
则的竞赛模式，这给飞盘带来了更多
的可玩性，让人们体验到飞盘作为一
个运动项目的乐趣。”王若阳说，对于
国内飞盘赛事的“编年史”来说，2019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一年，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将飞盘项

目纳入管理，并且在上海成功举办了
世界飞盘联合会2019年亚洲大洋洲
飞盘锦标赛，这是国际性飞盘赛事首
次在国内落地。2025年，世界运动会
将在成都举办，作为世界运动会热门
项目之一，国际性飞盘赛事也将再次
来到中国。

据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的
统计，2021年中国参与飞盘运动的
玩家大约有 50 万人，市场规模超
8500万。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
的人参与到飞盘运动中来。

飞盘运动亟待规范“起飞”

当下，各地层出不穷的飞盘俱乐
部也为飞盘运动的发展扩大着人群
基数。

CYU飞盘俱乐部主理人之一的
“兔子”告诉记者，俱乐部自今年3月份
成立以来，已经拥有了近千名的会员。

“我们每周都会组织5-6场适合不同玩
家水平的飞盘比赛，周末还会组织一些
相对专业的训练。一场飞盘比赛，规模
一般控制在20人左右，我们按60-85
元/人次的价格招募玩家，票价包含场
地和器材的使用费，还提供教练指导、
饮用水及专业摄影服务等。”

作为一个飞盘俱乐部的管理者，
“兔子”需要围绕飞盘做大量工作。工
作量不仅仅是训练场上的两小时。两
小时之外，主理人们还要忙着寻找场
地、沟通解答会员问题以及研发训练计
划、培训教练，每天几乎要从早忙到
晚。“长期看，场地始终是个不确定因
素。”“兔子”说，目前他们都是租借市区

的球场搞训练，但适合的场地并不多，
特别是黄金时间段场地供不应求。“优
质教练人员稀缺也是制约俱乐部发展
的问题之一，目前业内有经验的教练远
远不够，各家俱乐部也在从爱好者群体
中发掘更多具备教学能力的人才。”

在汪若阳看来，飞盘运动目前虽
热度较高，但距离发展成为产业型、
全民型运动的道路还很长。

日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让不少飞
盘圈内人士感到欣喜的是，在“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板块，“极限飞盘”
（团队飞盘）作为“时尚运动类项目”
入选。此外，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
近日发布的通知，拟于2022年下半
年举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也是飞盘
运动发展的一大利好。

汪若阳说，飞盘运动非常适合在
校园中推广普及。它所带来的公平
竞争、男女平等、尊重对手等这些运
动理念，很适合传递给年轻人。而且
飞盘运动不设裁判，这就使得学生要
学会在运动过程中自主沟通，学习情
绪控制等。相信国家层面对于素质
教育以及体育休闲行业的深度改革
和不断重视，自然而然会带动更多人
来发现飞盘运动的社会价值。

“飞盘运动产业在国内做大做强
离不开飞盘运动进入更加综合性的
运动会。”汪若阳表示，目前，世界飞
盘总会也正在努力，争取在2028年
让飞盘运动进入洛杉矶奥运会。“我
相信飞盘运动进入更多类似于省运
会、全运会、亚运会、亚沙会等综合性
赛事，将是飞盘运动在国内做大做强
的下一步。因为这样就有更多的竞
技基础，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

在渐趋火爆的“飞盘热”中，冷静
把稳飞盘运动的方向，才能让这项运
动真正成为大众喜爱的全民健身新
选择。“第一要实现赛事化、职业化。
第二是要提高它的观赏性和竞技
性，可以让更多的人更直观地体验到
飞盘的魅力。”汪若阳说。

从“小众”到“网红”
飞盘运动“出圈”了

本报记者 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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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事非

“健身好，科学健身更好”，这个道
理现在已经成为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新
生活理念和健康生活方式。但是许多
朋友在实际健身过程中，面对浩瀚如海
的健身方法和健身手段，有时难免云里
雾里，有种“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的感
觉。有人也困惑，今天这位健身教练推
荐球类运动，明天另一位教练推荐操类
运动，后天还有一位推荐太极拳、养生
气功、广场舞，令不少健身者不知所措。

其实，任何一种健身或锻炼方法，
如果是科学的，只要长久坚持，就会对
身体产生良好的作用和效果。

今天把国家体育总局研发和推广
的“科学健身18法”推荐给读者朋友，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近些年来力推的普
及性运动健身成果（在网上可以下载
具体的锻炼方法和图示指导）。这套
健身方法在2018年8月7日由国家体
育总局推出后，近4年来，受到许多健
身爱好者的喜爱。

“科学健身18法”由懒猫弓背、四
向点头、靠墙天使、蝴蝶展翅、招财猫
咪、壁虎爬行、“四”字拉伸、侧向伸展、
左右互搏、站姿拉伸、靠椅顶髋、坐姿收
腿、足底滚压、对墙顶膝、单腿拾物、足
踝绕环、单腿提踵、触椅下蹲18个动作
组成。分别针对肩颈部、腰部、下肢关
节和肌肉科学运动的小妙招组成，通过
接地气、科普化的形式展现。“科学健身
18法”简便易行，具有“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一练就有效”的效果。

“科学健身18法”的好处有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对健身活动的场所和器材没
有特别的要求或规定，在办公室、家里、

室外都可以进行锻炼与活动。这对于
许多没有便捷运动场所的人群来说，少
了场地器材不足带来的困难。

第二，这套健身方法既可以整套锻
炼，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时间长短选
择其中几个动作进行锻炼。例如，长期
伏案工作的人群，就可以选择懒猫弓
背、四向点头、靠墙天使、蝴蝶展翅这几
个动作。这一组锻炼能提高胸椎灵活
性，放松颈部肌肉，改善肩背不适，防止
驼背，预防和延缓肩部和腰部劳损，预
防颈椎病。

又比如，对一些久坐不动或关节僵
硬的人群，可以选择“四”字拉伸、侧向
伸展、左右互搏、站姿拉伸等动作。这
一组锻炼对于拉伸躯干侧面肌肉，改善
肩颈部和腰部紧张，提高髋关节稳定
性，改善下背部紧张，预防腰部和膝关
节劳损都有良好的效果。

第三，可以就地取材，例如办公室
或家中的座椅、墙面、办公桌（家用桌
子）、小木棍等都可以成为锻炼的器
材。这些随手可得的家具瞬间变成健
身器械，增加锻炼的乐趣。

据介绍，“科学健身18法”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创编，
是在全面总结我国群众体育科学研究
成果基础上，基于中国居民运动健身实
测数据和健身活动调查结论，设计编排
的一套覆盖全人群、简便易行、功效显
著的健身方法。该方法适宜各类人群，
不受场地和环境限制，可利用碎片化时
间完成简单的运动锻炼，从而达到科学
健身、放松身体和预防损伤的功效。

（作者系南昌工学院特聘教授，首
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健身18法”好
李相如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发布五大文旅体融合骑游路线，设置了“潮、范儿、美、嗨、
乐”5条精品路线，引领市民打卡潮流网红地标，推动文化、体育、旅游融合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骑享骑享““潮潮””路线路线

湖风温柔、夜景阑珊。这样的一
个夜晚，浙江省体育旅游产业促进会
副秘书长梁新德带队奔跑着，从晚7
点到早7点，一队人一夜跑到天明，望
着晨光点亮杭州西湖的景致，整个城
市从睡梦中苏醒。

这是一场和跑友们的约定，也是
为党的生日的献礼。“去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发起了庆祝建
党百年的活动，跑友们设计了一条特
别的运动路线，绘成了一枚党徽的形
状。今年为了献礼党的101岁生日，
浙江省体育旅游产业促进会、浙江省
休闲养生协会、浙江省登山协会联合
我共同发起了‘2022奔跑在党旗下’
主题公益环湖跑活动。原本打算招募
101人，结果报名踊跃，共有152人参
加。”梁新德说。

为了满足不同跑友的需求，他分
列了多个组别，有 5公里、7.1 公里、
10.1公里、20公里和101公里等。

“跑101公里的20位小伙伴，都
由我定向邀请，他们中有的人参加过
去年的活动，有的经过评估，有能力跑
完百公里才会列入其中。西湖一圈约
10.6公里，考虑到高温天气，我们在距
起点3公里、5公里、8公里处设有3个
补给点，还有11位医生志愿者参加，
有的跟着团队流动奔跑，有的在补给
点给予支持。”梁新德说，环湖跑是公
益活动，宗旨是为跑友提供一个健康、
休闲的空间，因此要做好科学规划和
充分准备，他还自掏腰包，为跑友们购
买了保险。

作为一个资深跑友，梁新德在跑

圈内堪称“红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
力老师”。他的战绩傲人，已跑了几百场
比赛，曾跑遍七大洲，包括南北极。最长
的一次记录是连续 19天奔跑 1045公
里，平均每天跑55公里，完成了环台湾
一周的旅程。

“只有喜欢的事情，才会有动力一直
持续下去。”梁新德笑着说，这次比赛，他
为跑友们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打动。

“我们没有比赛形式，也不追求名次。但
有的小伙伴为了完成目标，哪怕脚都磨
起了泡，依然坚持跑完全程。”

在梁新德眼前，是一幅幅生动而温
暖的画面：有情侣一起欢笑奔跑，有青年
人热情加入，还有父母和孩子一同参
与。“平日里，父母的教育可能只是说
教，通过以身作则，一起完成这么有意
义的事情，无形中也会促进亲子关系的
和谐。”梁新德说，这么多跑友参加，也
是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也完成了他举办
活动的初衷：让更多的人喜欢运动、喜欢
跑步。

“西湖是旅人的打卡点，也是跑友们
日常晨练的热门地。”梁新德介绍，西湖
风景非常漂亮，环西湖跑的健身小伙伴
非常多，每天都有人跑，周末人数更多。

“我们也会自主设计路线，23公里
可以跑出一朵玫瑰花来。”梁新德笑着
说，跑步既有运动的仪式感和浪漫之处，
也要跑出生活的态度，“每个人都会有运
动期的瓶颈，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慢慢去
克服。放弃很容易，而只要坚持住，也很
快能完成目标。希望更多人通过运动、
跑步收获一个更坚定、更健康的自己，收
获更多友情、亲情和正能量。”

101公里，跑友们的庆祝
李夏成 本报记者 徐金玉

7 月 7 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发布通知，拟于
2022年下半年举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这标志着在年
轻人群体中日益风靡的飞盘运动即将“登堂入室”。

户外、时尚、社交、低门槛……正是这些属性结合
到一起，让飞盘运动快速升温，在城市运动场成功“出
圈”了。

片新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