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 7 月 26 日，备受瞩目的第 33 届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拉

开帷幕。这是 1924 年法国举办第 8 届奥运会

后，时隔整整 100 年再次举办奥运会。

奥 运 会 不 仅 仅 是 各 国 体 育 健 儿 的

舞台，也是众多赞助商的营销秀场

与 制 造 企 业 的 商 机 所 在 ， 与 此

同 时 “ 奥 运 热 ” 还 带 火 了

“ 法 国 游 ”， 不 少 游 客 都 在

借 奥 运 会 之 机 规 划 自 己

的 “ 浪 漫 之 旅 ”。

巴 黎 奥 运 会 折

射 出 哪 些

体 育

消 费 新 场 景 、 新 亮 点 ？

中 国 “ 体 育 经 济 ” 未 来 发 展 有 哪 些 趋 势 ？

记 者 就 上 述 问 题 约 请 相 关 委 员 、 专 家 进 行

详细解读。

体育赛事擦亮城市名片

由于奥运赛期正值暑假，不少人选择趁着

假期体验一把“奥运热”。携程数据统计，中

国 旅 客 在 奥 运 期 间 赴 巴 黎 的 订 单 同 比 增 长

105%，机票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 倍，巴黎

酒 店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122% 。 巴 黎 奥 运 会 期

间，选择法国自由行的旅客更是较去年同期翻

了 5 倍。

“近年来，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持续

攀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上体育、热衷体

育。竞技体育魅力无限，加之体育消费黏性

强，由此带火了此次法国旅游市场的繁荣。”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丁亚

琳分析说。

巴黎奥运会将在塞纳河上举行开幕式，这

是历史上第一次不在体育馆内举行开幕式的奥

运会。比赛期间，从凡尔赛宫到荣军院，从协

和广场到埃菲尔铁塔，这些著名地标将变为临

时运动场，迎接全球观众。整个巴黎将被改造

为一个大型体育场，体育赛事被融入整个城

市。

在丁亚琳看来，城市文化和体育赛事的

有机结合，让巴黎奥运会不再是一场传统意

义上的体育赛事，而成为一场以体育赛事为

内核的文化活动，巴黎奥运会成为巴黎进行

全球城市营销的重要载体。“体育赛事已经成

为 一 张 城 市 名 片 ， 展 示 了 城 市 的 文 化 软 实

力、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城市加强对外

交往、提升城市影响力、关注度、美誉度的

重要平台。”

“一直以来，体育赛事对于旅游业的

助推作用有目共睹。奥运会已经从为

公众、城市和地区发展带来有形

的和无形的长期收益，逐步转

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

引擎。”北京市政协委

员、北京市延庆区体

育 局 副 局 长 柳 千

训 同 样 认 为 ，

奥 运 会 举 办

期 间 赴 法

国 的 数

百万游

客 ， 还 有 后 奥

运时代再访巴黎奥

运 场 馆 打 卡 的 新 游 客 ，

会持续给法国旅游市场带来促进

作用，也间接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旅游业产

生溢出效应。

奥运背后的体育经济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

兴的梦想，“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我

国要在 2035 年建

成 体 育 强 国 。 体

育 消 费 已 经 成 为 拉

动我国消费增长的新

引 擎 。 统 计 显 示 ，

2022 年 全 国 体 育 产

业总规模为 33008 亿元，增加值为 13092 亿元。

在体育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不

少优秀的体育用品企业，“中国制造”愈发受

到国际体育用品市场的青睐，在重大国际赛事

中经常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此次巴黎奥运

会上，乒乓球比赛的官方指定用球，由广州一

家体育用品企业生产；乒乓球台和配套设施则

来自上海一家企业；奥运风帆水翼赛事项目唯

一指定生产商，是一家来自湖北荆州的科技型

企业……

与此同时，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 1 至 2

月份，义乌对法国的出口额达 5.4 亿元，同比

增长 42%，其中体育用品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70.5%。

作为首个与国际奥委会合作的中国体育运动

品牌，近年来，安踏利用“奥运经济”在推动品

牌全球化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全

球业务占总业务比例达 35%。“在推动全球化的

进程中，要坚定国产品牌全球化的信心、坚定先

到主要市场将组织建立起来、坚定投资、坚定在

欧美市场有所作为。”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参加了巴黎奥运火炬

传递，他表示，在提升自身实力与品牌价值的同

时，还要致力于把奥林匹克精神传递给每个消费

者，并持续以奥运科技赋能大众运动装备。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

近年来产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部分

领域产品的技术创新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

与产业相关的新材料、装备制造、基础元器件、半

导体芯片等方面的发展还存在瓶颈。”在柳千训看

来，需进一步加强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创新各

阶段的有效协调，加快提升产业整体的技术创新

能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应有力量。

时下，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运用，催生了

新的体育运动方式，体育消费呈现出从单一化向

综合化、个性化发展，覆盖人群也向多个年龄段

扩展的特点。比如，利用虚拟技术，可实现虚拟

数字场景与真实运动世界的联通，为运动者提供

沉浸式体验。

“运动方式的改变对运动装备提出了新的需

求，企业要在品牌化和专业性上发力，坚持创新

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丁亚琳建议，还要着

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高标准高质量主动对接

市场需求，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体育流量变“留量”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贵州榕江举办了一

场极具烟火气的“村奥会”，既有传统竞技项

目，也有“旱地龙舟”“剥玉米比赛”等趣味活

动，掀起一场全民体育狂欢。“‘村奥会’颠覆

了传统奥运形象，创造了一种新的乡村体育和乡

村‘奥运’范式，将奥林匹克精神巧妙地融入百

姓的日常之中，为乡村体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柳千训表示。

在柳千训看来，对地方而言，村奥会走进贵

州榕江县、山东菏泽、广东惠州、浙江温州等

地，不仅收获了游客流量，也为当地经济发展赋

能。平台进行体育内容的生态建设，会积累更多

经验，对于以后和国际赛事达成内容合作也有所

助益。“为了避免让这类特色体育活动成为‘一

时的狂欢’，还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精

神文化两个层面的需求为中心。”

除了奥运会等重大赛事活动，在中国，老百

姓身边的体育赛事逐渐增多，如马拉松赛事、村

BA、夏季水上运动等，各地借机抓人气、聚流

量，着力构建文体旅融合新场景。而且每逢重大

体育赛事，赛事经济都会持续升温。

如 何 将 体 育 流 量 变 “ 留 量 ”， 爆 火 变 “ 长

红”？

“各地在发展体育运动、举办体育赛事上做了

不少文章，但如何做出特色仍需深入思考。”丁亚

琳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地方体育文化和体

育运动发展特点，因地制宜打造体育品牌，对公众

形成持续吸引力，同时注重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政

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办赛机制，体育引流搭台、文

旅商业唱戏，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今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

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通知》，要求不断丰富

群众身边的赛事供给，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运动和健身需求。

“举办更多群众身边可及的赛事，能有效激

发全民健身热情，激发潜在消费。”丁亚琳呼

吁，要加强群众健身指导，增强全民健身意识，

同时增加多元化的健身服务与赛事供给，补足群

众身边的体育设施短板，满足多层次、个性化、

高增长的健身需求。

“我们身边的旧厂房、旧仓库、公共建筑的

屋顶……有许多地方可以进行重新评估，改建为

适宜群众健身的场地。”对此，柳千训认为，借

助“奥运热”，要发挥体育部门的专业资源优

势，统筹各部门和社会多方面力量，推动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充分实现体育的公共服

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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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京杭大运河天津武清段 （简称“大运河武清

段”） 筐儿港水利枢纽以北，一望无际的耐盐碱水稻在微风

中荡起层层绿波。然而，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前，这里曾

是一片荒芜，后来不仅成功种植了耐碱水稻，还改善了土壤

盐渍化问题，1958 年周恩来总理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专

程到武清参观考察耐碱水稻种植经验。

这一经验的成功取得，要归功于大运河的治理。

古老运河换新颜

走进位于武清区杨村北运河畔的御碑亭，只见两座石碑

一低一高先后排列，其中一座碑上“导流济运”四个大字依次

排开，为康熙皇帝亲笔所题，寓意为疏导洪流，接济漕运。

“御碑亭见证了武清的繁荣发展，也成为了运河文化的

标志，是武清保护传承发展运河文化的重心。”武清区政协

委员、武清区实施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专项工作指挥部宣

传文旅组副组长阎金瑛向记者介绍道。

御碑亭原在筐儿港，后因治理运河需要，再建御碑亭将

两座御碑的复制品立于亭内。沿着运河一路北上，便可到达

筐儿港。

“如今的筐儿港是武清段水面最宽、水体最好、沿岸风

景最美的点位。”顺着武清区文史专家李汉东指向的方位，

记者向筐儿港望去，水面如镜，倒映着蔚蓝的天空和如絮般

的云彩，让人心生宁静。

然而，历史上的筐儿港却并非像今天看到的这般“宁

静”。

大运河武清段北起通州区，至三岔河口与南运河汇合入

海河，全长 62.3公里，约占天津全市总长度三分之一，在历

史上，是一条重要的漕运河道，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商贸、

文化枢纽。“由南方运送至京城的瓷器、茶叶、丝绸和由北

方运送至南方的皮毛、奶制品、牛羊肉等物资，均经由此处

流转。‘潞水一河上达七省漕运，每值夏秋，粮艘估舶，昼

夜往来，风帆上下，洵邑中之一巨观也’描述的就是当年的

繁荣景象。”李汉东表示。

筐儿港虽是大运河武清段上的重要水利节点，也是有名

的险工险段。由于大运河武清段位于北运河中部，古时汛

期，上游各条河流水势上涨，一起涌入运河当中，宣泄不

及，筐儿港曾发生多次决口，淹没村庄，影响漕运。“直至

康熙年间修建减水坝，并开挖减河后，两岸才不再受洪水威

胁，经济得到恢复。雍正、乾隆年间，又历经数次拓宽加

固。之后，四海舟车，商贸往来，通畅无阻。”武清区政协

委员、区文化馆副馆长沙福山介绍道。

如今的筐儿港繁华褪去，成为一座集拦洪、分洪、排

沥、排污和蓄水灌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水利枢纽，默默地守

护着运河秀美安澜，造福周边百姓。

“不仅如此，大运河申遗十年来，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汉东从小就生活在筐儿港沿岸，

小时候经常在河里捉鱼捕虾，后因大量污水排入河中，水质

一度恶化。“现在水清鱼跃的景象又回来了。”

在李汉东看来，筐儿港的分水高州基址一直未变，是为

数不多的、现存比较完整的北运河减河遗迹，对研究运河水

利史具有重要价值。“这里还记述着武清人千百年间与洪水

抗争的艰难历程，承载着不屈不挠的‘武清精神’。与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

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高度契合。”

农文旅融合发展注活力

“大运河武清段共流经 10个镇街、114个村，占全区村

庄数量的 18%，人口约 18万人。”阎金瑛表示，千年运河的

滋养造就了武清水清、岸绿、景美、民丰的独特魅力，运河

成为沿岸百姓的根脉所在。

离筐儿港不远处的山珍园里，在配备多功能立体栽培智

能系统的大棚中，一朵朵黑木耳正在茁壮生长，呈现出最优

质的状态。“喷洒木耳的水来自大运河，净化之后就可以使

用了。”武清区大碱厂镇党委副书记赵玉娟说，“这里的木耳

可以现摘现吃，在专业检测中，农残和重金属均未检出，实

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发展并驾齐驱。”

“山珍园打开了传播大运河历史文化、中国千年农耕文

化、山珍文化的大门，为带动区域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平台

和载体。”赵玉娟进一步表示。

山珍园仅仅是武清众多农业产业示范项目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武清区以河为“线”，串珠成链，着力打造“福运武清都市农业公园”，构建“1+

6+N”空间功能布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已成功打造了“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熊

掰掰”水果玉米、“小鹊登枝”水果番茄等多个“武清果蔬”武清区域公用品牌和昽森鲜

桃、雍贝金果梨等 26个“津农精品”品牌，成为当地兴村富民、助农增收的“金名片”。

为更好地推动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2023年 2月，武清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大运河

文化生态发展带专项工作指挥部，整体谋划了以通航为牵引、生态为底色、文化为内涵、产

业为支撑的重点六大工程。

“2025年将完成木厂闸至大良蒙村橡胶坝，南蔡村橡胶坝至筐儿港枢纽旅游通航，全程

共计 26.6公里。”阎金瑛表示，通航将带动串联运河沿线农文旅节点，实现京津冀游船互联

互通，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目前已推出“运河田园沉浸游”“时尚都市休闲游”精品旅游

路线，激发了消费潜力。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沿岸拥有着河道、水工设施、古建筑、古遗址、石刻等丰富多样的

文化遗产。在进行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

“武清在兼顾文物保护和旅游资源推介上下足了功夫。一方面由区博物馆组织实施文物

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工程，为 2000余件馆藏文物提升展示、保存条件，并同时通过文

物保护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巡查力度；另一方面对于重要文物、标志性

文物也适时进行了复制，基本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平衡。”沙福山表示，大运

河不仅仅是一条流动的经济命脉，更是一条文化纽带，要注重加强京津冀之间运河文化保护

的串联，让运河不断绽放新时代文化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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