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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核心提示 当清
晨第一缕阳光掠过床头，你
睁开蒙昽双眼时，在微信朋友圈
里晒跑步打卡的也许已不下数十
人，炫耀过去一小时跑了十几公里的
亦大有人在。

跑步，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
新时尚。近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马
拉松热，“跑马”成为一种时尚。而在海
南，尽管民间早有马拉松赛事的探索和开
展，但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形成一定
规模。2010年，相关部门积极联动，我省
首届公办马拉松赛事——海南儋州国际
马拉松赛正式拉开帷幕，并于每年的12
月如期举办。近年来，我省各地的马拉
松赛事呈现遍地开花的状态，从儋州国
际马拉松赛到三亚国际马拉松赛、海
口沙滩马拉松赛等，各大赛事的不
断开展使得海南的马拉松赛成为
集体育、健身、旅游、娱乐等于一
体的全民运动盛宴。

记者 曹宝心

据官方统计，我省目前共有六
个马拉松赛事，包括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全程）、三亚国际马拉松赛
（全程）、海口沙滩国际马拉松赛
（10 公里）、海口马拉松赛（全程）、
文昌航天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以及
万宁滨海半程马拉松赛。其中海
口马拉松赛由集团自行筹资举办，
其余五个属于公办。海南省田径协
会作为各大赛事的承办和支持单
位。

据省田径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书燊介绍，上述马拉松赛事均为
一年一度举办，其中资历最深的“儋

马”已成功举办八届，三亚国际马拉
松已举办三届，海口沙滩马拉松、海
口马拉松分别举办了四届。

林书燊称，我省马拉松赛事主
要集中在下半年至春节前后举办，
即每年的10月至次年3月。“根据相
关要求，每一个马拉松赛事的裁判
必须是国家级别的裁判。因为省田
径协会仅有20名国家级裁判，裁判
人数有限，加上交通管制、天气、地
方接待能力等各方面原因，各大马
拉松赛事必须错开时间举办。此
外，考虑到市民出行的方便，大部分
赛事活动选择在周末开展。”

马拉松赛事将朝标准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打造
成海南一张靓丽名片

为何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城市越来越多，
参赛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海南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事总监郝艳说，一方面，国家推出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全民健身计划，使得马拉松运动
得到普及。“跑马的氛围逐渐浓厚，参赛的人
也会越多，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群体
活动。”

郝艳回忆道，儋州之前组织马拉松赛事
时，市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要封路了，会对出
行造成影响。而现在一听说要办马拉松，大
家的关注点变为“我能不能报上名，要不要组
团报名”等。“这些年来，大家对待马拉松的态
度有了本质的变化，赛事氛围也越来越浓，很
多城市甚至将办马拉松作为一个节日来看
待。”

郝艳认为，举办马拉松赛对促进海南经
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既丰富了居民的
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外地跑者来海南参赛，涉及到吃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促进了当地的餐饮、旅游、体育
产业的发展。”

郝艳介绍，除了一年一度的马拉松赛事
外，儋州每个季度还会举办5公里、10公里的
荧光跑以及全民健身跑活动。“活动规模一般
设置在2000人，但往往有3000多人报名，考
虑到安保问题，我们会控制人数。”

因为筹备一届马拉松至少需要半年时
间，下半年的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已在紧锣密
鼓地筹备中。“像我们这个级别的赛事，一般
需要投入1200万至1500万元。”郝艳说，除
了呈现更加精品的赛事活动外，下一步，他们
计划打造百年儋马品牌，赛事将朝着标准化、
品牌化的方向发展，更加注重跑者体验，将马
拉松与旅游、文化等相结合，举办儋马系列活
动，使其成为海南的一张靓丽名片。

陈先红最早接触海南的马拉松赛事是刚到儋州两
院工作的时候。“工作第二年就参加了一次5千米的迷
你马拉松，当时跑完觉得不过瘾，但是全程马拉松距离
太长，不太敢挑战。”陈先红说，当时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只有迷你和全程，次年她原本打算还是跑5千米，却误
打误撞报了全程。

陈先红说，2014年第一次在儋州跑全马时，因为太
紧张，她特地买了10多本和跑步相关的书籍来看。“全
程42.195千米，跑的时候身上各个关节和肌肉部位都很
酸痛，没有书中说的那么美好。因为沿途食物补给不
足，我跑到30多千米的时候感觉快要饿晕了，但还是牢
记书中所言——坚持不走路，慢慢地跑到了终点，总共
跑了5小时13分钟，没想到获得了儋州籍女子第一名的
成绩，太欣喜啦！”陈先红透露，她当时休整了半个月才
缓过来，之后还想继续跑。“跑完第一个全马给了我很大
的自信，感觉人生中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从那之

后，我就一步一步掉进了马拉松的‘坑’里。后来，海南
举办的大小马拉松赛和骑行赛事，我几乎都参加了。”

陈先红称，跑完第一个全马拿到奖金后，她便拿出
500元作为活动经费，和几个小伙伴建立了一个群——
儋州两院跑吧，目标是跑每年的儋州马拉松。“有了组织
后，每年都会拉人‘入坑’，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毕竟跑
全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跑得多了，陈先红也有了经验。“我一般在参赛前三
四个月开始准备，平时除了跑步外，还会骑单车、练瑜
伽，比赛前一到两周会注意饮食。”陈先红表示，跑马拉
松的花销包括跑鞋、跑服以及一些小配件，“交通和住宿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一般是团队出行，在省内跑
一次人均300元左右，省外如重庆马拉松，则人均需要
1500元左右。”

陈先红说，海南举办的马拉松赛事越来越有影响
力，对当地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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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入坑”
第一次跑全马就获佳绩，就此一发不可收

3小时1分13秒，这是今年张爽参加武汉马拉松全
马跑出的成绩，名列国内女子第五名，也是她长达5年
的“跑马”生涯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此外，2017年海
南儋州国际马拉松女子第五名（全程）、2017海南石梅
湾半程马拉松女子冠军、2018海口马拉松女子第五名
（全程）等，都是张爽的“战绩”。

“我喜欢跑步，一开始是因为身体不是特别好，
2013年的时候在操场上连五圈都跑不下来。后来在操
场上接触到了一群跑马拉松的人，便决定加入这个团
队。”张爽说，她起初尝试跑半程，没想到获得了2014年
海口马拉松半程女子冠军。随后，她开始接受跑全程的
训练，跑了4年多的全马赛事，也给自己定下了很多目
标。“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证明中年人通过努力可以
在赛场上和年轻人竞技，并且毫不逊色。我相信我可以
跑得更快、更远，因为我一直在努力，这就是一种精神。”

张爽是一名大学老师，她每天的日程很有规律：早上4

点多起床，跑完步后送孩子上学，8点上课。为了更好地跑
步，张爽在饮食上会刻意少吃猪肉，多吃牛肉和牛奶。

省内的马拉松赛事已不能满足张爽，她经常到全国
各地甚至出国参加比赛。“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跑马拉
松，跑完之后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去赶地铁，到机场后匆
忙洗把脸就上飞机了，第二天接着上课，真的非常辛
苦。但是跑步是一件会上瘾的事，跑完步全身大汗淋
漓，洗完澡之后那种清爽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只
有爱跑步的人才懂那种喜悦和成就感。”

张爽说，她每年在跑马上的花费基本能够与所获得
的奖金持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剩余。“在省内跑马拉松
花不了多少钱，基本上就是路费、住宿费以及购置装备
的费用。”

在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张爽取得了马拉松
大众女子组第七名的好成绩，为海南争光，受到了省领
导的接见。

“战绩”累累
3小时跑完全马，取得“跑马”生涯中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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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力全开
我省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跑马”成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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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共有
6个马拉松赛事
◎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全程）
◎三亚国际马拉松赛（全程）
◎海口沙滩国际马拉松赛（10公里）
◎海口马拉松赛（全程）
◎文昌航天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万宁滨海半程马拉松赛

我省共有6个马拉松赛事
举办时间为每年10月至次年3月

林书燊说，办一场马拉松涉及场地设
置、场地布局、交通管制、医疗救护、安保等
问题，要多次召开全市协调会，各部门上下
联动，集中开展业务，准备工作至少需要半
年时间，成本约为1000多万元，“这是一个
非常繁琐而细致的过程。”

林书燊表示，筹办马拉松最基本的就是
确认赛道，“这就需要和当地政府以及交管
部门一起商量路线，不仅要考虑到交通出行
的问题，路线的设置也要能够体现城市的亮
点。”他说，路线确定后就需要通过中国田径
协会申请国家丈量员进行丈量（丈量一次可
以维持五年，除非路线改变），这一流程必须
在赛事3个月前确定下来，接下来各部门才

能进入赛事准备阶段，包括交通、医疗救护、
安保、城市美化建设等，赛事一个月前所有
工作要进入收尾阶段。“比赛严格按照全国
统一的标准进行筹备，虽然比赛只有半天，
但赛前半年里的准备工作是一个非常紧张
的过程。”

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事总监郝艳对
此深有同感，“赛事筹备非常辛苦，要协调
50多个政府部门、1万多件事。赛前一个
月，员工天天都是忙到零点后才能休息。”郝
艳说，对于组织者来说，最辛苦的莫过于比
赛当天，工作人员凌晨4点就开始忙碌，要
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赛事物资运输、赛道的布
置、查缺补漏等工作。

协调50多个部门、上万件事
比赛只有半天，准备工作却要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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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我省越来越多城市举办马拉
松比赛，赛事服务升级，跑友体验越来越好，
参与人数不断增多。据统计，今年以来，三
亚国际马拉松赛共吸引29个国家和地区的
20852名选手报名参赛，较首届赛事增长了
3352人次，并创下了全省马拉松赛事历年来
参赛规模的最高纪录。

省田径协会承办了多届马拉松赛，林书
燊坦言，近年来，除了赛事规模的扩大，赛事
的设置也逐步向国际标准化推进。“首先是
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选手报名是否成功可
通过短信和微信查询；比赛结束后，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微信知晓自己的成绩，比赛沿途
备有充足的食物补给。”

其次，医疗救护水平稳步提升。林书燊
透露，每逢举办大型的马拉松赛事，都会专
门成立一个机构，由当地政府牵头，医疗卫
生部门给予全力支持。“因为马拉松赛路程
长、风险较大，全国多地已发生伤亡事故，而
海南连续8年保持‘零事故’的记录。”

郝艳透露，早些年举办马拉松时，由于
赛事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活动运营方需

要到各地去邀请外籍选手来琼参赛。近年
来，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在全国开展系列宣传
推介活动，已逐步迈向国际化和标准化发
展，再加上赛事奖金的吸引，外籍选手开始
不请自来。

郝艳表示，尽管城市接待力有限，但儋
州马拉松赛一直维持着较高水准，参赛的专
业选手不少。“通过对比这几届获奖选手发
现，往年马拉松赛国外选手太多了，前三名
一般都是外国人，直到去年的儋州马拉松赛
事中，中国选手李子成和张景霞分别取得了
男女组第三名的好成绩，这让我们很欣慰。”

据悉，海口沙滩国际马拉松、儋州国际
马拉松与三亚国际马拉松均被评为中国田
协“银牌赛事”，海口沙滩国际马拉松则连
续五年被评为最具特色赛事。对此，林书
燊表示，“今年三亚和儋州的马拉松有望向

‘金牌赛事’冲刺，能否被评为‘金牌赛事’
或‘银牌赛事’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一场马
拉松跑下来后点赞的人多不多，参赛者对于
赛事的组织和服务是否满意等，这也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

我省三个马拉松被评为中国田协“银牌赛事”
知名度渐长，外籍选手不请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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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爽经常到全张爽经常到全
国各地跑马拉松国各地跑马拉松（（图图
片由本人提供片由本人提供））

群众群众““跑马跑马””的热情越来越高的热情越来越高（（图片由三亚国际马拉松赛方面提供图片由三亚国际马拉松赛方面提供））

“井喷之势”大数据

2011年 22场

2012年 33场

2013年 39场

2014年 53场

2015年 134场

2016年 328场

中国马拉松年度报告中提到，2017年全国

举办马拉松赛事的数量（800 人以上规模）达到

1100场，参赛人次近500万。其中 A 类赛

事达到了223场，B类赛事33场。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为 328
场，参赛人次超过280万。

业界有一个说法:当一国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一
个国家的多个城市将以马拉松赛为依托,进入到全民路跑的
体育消费黄金周期。这在欧美被称作“马拉松赛事现象”。

生活水平提高后,当健康和运动成为群众的自主需求,跑
步就成为首先选择。因为跑步够简单:只要一双跑鞋,一条
路。业余爱好者与专业运动员可以一起参加马拉松比赛,各
跑各路,各有乐趣。对于主办比赛的各地政府来说,举办马
拉松不需要专门修建比赛场馆,比赛也没有复杂的规则,而
且除了赛事本身产生的报名费、广告冠名费、赞助费等收入,
还能直接拉动各地交通、餐饮、酒店、物流、旅游等消费。

据数据，厦门国际马拉松赛2003年创办,到2012年为止,

一至十届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给厦门带来的直接营业收入累
计高达10.72亿元。仅2012年厦门马拉松赛前后3天期间,
全市从马拉松赛获得的各项收入约为2.03亿元。

既能响应国家全民健身的号召,拉动消费,又不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还能对外推广本地的形象……好处这么多,何乐而
不为呢?所以这也许是各地出现这么多马拉松比赛的原因。

马拉松比赛这么多,但在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协主
席段世杰看来,中国的比赛还很少,“美国每年有700多场,日
本也有200多场马拉松赛”。上海体育学院产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黄海燕则表示:“我们作过统计,单纽约市一年就有
100多场各式马拉松。” 欣块

马拉松
为何这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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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在田协注册的马拉松赛事呈逐年递增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