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场高楼防灾综合演练活动
昨天下午在环球金融中心举行，
内容包括楼宇消防逃生疏散，云
梯车现场登高灭火、搜爆犬的搜
爆安检，应急救护的心肺复苏等
一系列的综合演练，吸引了众多

的楼宇白领参与，使大家对楼内
的逃生路线、避难场所和消防设
施等有了具体了解。

图为专业搜爆犬在进行现场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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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见习记者 黄佳琪）为期
三天的第六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昨天
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开幕。本次活动由
市民政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等
共同主办。今年的活动以“慈善同心、
公益同行”为主题，贯穿“人人可公益、
处处可公益、时时可公益”的理念，大
力传播公益理念和慈善文化。

活动吸引了!""余个来自上海

及江浙等地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前来参
与，其间还将举行“《慈善法》普法嘉年
华”、“第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首
批公益基地授牌仪式、“社区基金会
‘公益市集’义卖义拍配捐”等活动。

由市民政局与上海广播电视台
联合打造的全国首家公益性新媒体
演播和发布中心———上海公益新媒
体中心，也于当天在园区内启用，副

市长时光辉出席仪式。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

“公益伙伴日”普陀专场暨敬老月
“敬老爱老 全民行动”主题活动，在
环球港太阳广场拉开帷幕。

活动期间，普陀区分会场与上
海市公益伙伴日“公益四进#城市
公益定向挑战赛”形成联动，同时
大力倡导“公益进社区”。

!上海公益伙伴日"第六届开幕

明天，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即将开跑。上海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的上马宣传画将这场比赛
渲染成一场属于整个城市的狂欢
日。事实上，除了上马这样重量级的
马拉松赛事，各类路跑赛事几乎每
周都在城市中上演。据中国田协更
新于$"月$%日的赛历，仅$"月$!日、
$&日，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注册
赛事达到了历史新高的%%场！朋友
圈被各种晒奖牌所“攻占”。
仿佛跑步成了中国最受欢迎、最

具群众影响力、集竞技和健身功能于
一体的田径项目。马拉松为何“越跑
越热”？层出不穷的赛事背后，是什么
在推动这项运动变成城市热事？

跑出态度
在不少人心中，跑步代表了一

种独立、释放的生活态度。当尘事繁
忙让灵魂跟不上脚步，马拉松却能
裹挟派对气息迎面送出正能量。运
动，让生活更幸福。据《中国体育行
业商业价值报告》显示，在“大众经
常参与的体育运动”中，跑步以'()

的参与度名列前茅。在国内，参加马
拉松跑的这一群体目前已有数百万
人。许多跑步者都深有体会，在
'%*$+!公里，他们是用脚步在极端
艰难的境况下思考人生，是旧我和
新我之间的沉默博弈。
作为一名资深跑者，携程联席

主席孙洁将跑步作为自己繁忙工作
中最好的释压方法。从中学时代就
坚持锻炼，在她看来，跑步是一种对
自己的犒劳，“跑步时是我最享受自

我的时刻”。
知名体育评论员、《跑者世界》

总编辑张路平在参加北京马拉松
赛，跑完人生第一场全马之后，曾动
情写下：近一年的训练，不仅储备了
充足的体能，也铸就了独特的跑步价
值观。跑步重要的是跟自己比，比过
去的自己更优秀，超越了昨天的自
己，抱这样的心态，马拉松，能让人收
到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双重之效。
还有不少人的马拉松之旅开始

于对自己健康的担忧。中国人尤其
是中产阶层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也是重要原因。他们是亚健康
的主要人群，大多数人愈来愈关注
自身的长远健康。跑步，没有场地要
求，没有性别年龄要求，也没有时间
限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众跑步
运动异军突起。

跑成名片
对于所有上马参赛者而言，每

年的上马之行，都是与上海这座城
市的一次约会。从陆家嘴金融区出
发，沿着黄浦江一路奔跑，江风拂
面，享受着属于上海的味道。景观体
育，并非上海独创。马拉松风情，已

成世界的绘本。
近年来，随着国家赛事审批权

的放开，地方举办体育赛事激增，推
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相较球类项目
的场馆限制，举办马拉松赛事的“门
槛”更低，许多社会资本涌入。在中国
田协竞赛日程上，跑步比赛贯穿全
年，不少国内二三线城市也纷纷拥有
自己的马拉松赛，且均为国际赛事。

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主任、
中国田协副主席杜兆才表示，我国
各个城市的马拉松赛事在得到社会
各界支持的同时，也给城市和所有
参与者以丰厚的回报。“实际上，马
拉松对中国城市对外开放的‘名片
效应’正逐渐显现。”

社会体育学者卢元镇认为，马
拉松热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
与社会转型的标志。在中国，马拉
松比赛之所以成为城市的节日，是
因为它承担着嘉年华、狂欢节的作
用。城市需要这样一个展示自身形
象和凝聚人心的平台。

跑来效益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年马拉松赛事

运营的收入达到%"亿元，带动相关
行业收入超百亿元，%"$!年达(""

亿元。巨大的经济产业效益，是近
年来路跑赛事层出不穷，马拉松化
身“马拉疯”的根本原因。

被誉为站在上马的肩膀上，本
周四上午开幕的上海体博会就展现
了因跑步而产生的一整条产业链。
在体博会现场，记者发现除了运动
装备、补给这类传统的跑步产业，近
年来专门针对跑步而产生的细分服
务企业异军突起。各类跑步手机应
用软件、可穿戴设备成为跑者驻足
围观的人气展台。
同时，跑步产业也与旅游产业

结合日益紧密。当越来越多的跑马
爱好者不满足于在本地或者本国内
参赛，各大旅行社推出了一系列马
拉松产品———从赛事报名、护照证
件、交通住宿、赛后在当地的旅游，
一站式搞定，旅行社提供赴异地跑
马拉松的打包服务颇受青睐。

已经连续,年获得国际田联金
标荣誉的厦门马拉松负责人李维新
表示，“举办马拉松赛的趋势是市场
资助越来越多，对赛事自我造血的
要求越来越高。在实现对赞助商回

报的同时，运营方也为自己收获了
品牌效应和影响力。”

跑得科学
从体育专业词汇到现实生活

中的热门运动，国内的马拉松运动
只用短短几年时间便完成了这样
的转变。
在“全民跑马”的热潮下，马拉

松的危险属性被忽视。许多人在缺
乏自我身体认知的情况下盲目“跟
风”。猝死虽只是少数，但跑得不
当和过量将对关节和韧带等造成
大量损伤。不科学的运动不仅有害
健康，还适得其反。

筹办马拉松赛事，需要成熟的
运营团队、成熟的跑者、成熟的社会
管理共同支撑。不论马拉松运动的
发展势头有多火，筹办马拉松赛事
的“高门槛”不该被人为忽略。
在马拉松的筹办过程中，对医

疗救护资源的需求尤其高。“马拉松
运动是我从事的所有赛事工作中危
险最大、风险最高的一项运动。”上
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
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在他看来，国内
不少路跑赛事都存在医疗风险漏
洞，“没有出事只能说是幸运”。
马拉松演变至今，已经成为体

育产业争抢的大蛋糕。除了生命安
全底线，一场马拉松赛事对城市交
通、安保、环卫等基础配套的完善，
志愿者服务等服务功能的齐备，组
织方赛程、赛道规划等细致的安排
都有很高要求。
当马拉松成为一股风潮，找准

定位推出特色马拉松赛事，在优胜
劣汰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已成
为所有办赛者的必修课。只有进一
步普及和推广马拉松运动的内涵，
让健康科学的跑步运动成为习惯，
城市马拉松才能跳过“一阵风”似的
狂欢，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天内全国注册赛事高达 !!场!马拉松变成了"马拉疯#

本报记者 厉苒苒

普陀专场暨敬老月活动同时举行

! ! ! !本报讯（记者 鲁哲）上海启
动万家公益基地建设计划，全面建
设“公益之城”。在今天上午的第六
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现场，首批
%,家公益基地获得命名。
据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与志愿

服务处负责人介绍，公益基地是为开
展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提
供支持和服务的平台，有实体办公机
构，有管理团队或人员的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街道社区服务机构、邻
里中心、居村委会等均可申报。公益
基地须统一公益标识，根据自身特点
设置公益岗位、公益项目，为公益人
士提供公益活动信息、公益捐赠记
录、公益服务记录、专业服务支持等。
公益基地实行自愿申请、专家评估、组
织审核的方式进行遴选。有意向的单
位或社会组织可以登录“公益上海”
信息平台（---*./01.*02）在线申报。

上海计划在 %"%"年前建成至
少万家公益基地，通过基地对接公益
服务与公益需求，展示公益文化，支
持公益创业等。此外，公益基地还将
推出公益护照制度，对志愿者的公益
服务和公益捐赠进行权威记录。公益
护照与身份信息挂钩，具有唯一性。
公益人士可以在网上填写相关材
料，就近选择基地申领公益护照；也
可以在公益基地直接申领。

上海启动万家公益基地建设计划
首批 !"家公益基地上午获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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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推动城市马拉松“越跑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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