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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 82 岁的时候，还能像他们一样打篮球。”这是一位读者给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的留言。

他说，杭州城北体育公园有一支队员平均年龄 70 岁的篮球队，打起球来绝对

让你猜不到年纪：“什么抛投啊跳投啊三分球啊，玩得都很溜。不信你们可以来现

场感受一下大爷们有多牛！”

近日上午8点多，还没走进杭州城北体育公园的篮球场，记者就听到拍打篮球

的声音。走近一看，一群“大爷”穿着定制球衣，正在进行半场4对4的比赛。背后

传球、后仰跳投、中距离投篮⋯⋯娴熟的动作不断引来旁边观众喝彩。

大家的装备很齐全，篮球鞋、护膝、发带、运动型紧身裤几乎成了标配。篮球看

起来也是定做的，上面印着的字样让人忍俊不禁：“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我们这帮人，个个球龄都超过了 50 年，都是实打实的篮球迷。”今年 68 岁的

刘宁说，“我们现在身体对抗能力、爆发力肯定不如小伙子，所以基本上是和同龄人

一起打半场。”

最大82岁最小61岁
球上印着“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杭州城北体育公园
篮球老炮们的热血藏都藏不住

已闭门改造近四年的杭州体育馆，昨天开门迎客，开始试运营。

此前因施工迁往桐庐的34棵桂花树也全部回归。

试运营首日，杭州体育馆期待值拉满，好感度也不错，圈粉不少。

带着带着3434棵桂花树棵桂花树
升级后的杭州体升级后的杭州体育馆回归育馆回归
粉丝点赞：“我们的主战场回来了”

昨天一开门，老球友就占满了乒乓球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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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试运营期
可免费体验乒乓球和壁球

始建于1966年的杭州体育馆，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马鞍形悬

索结构体育馆，被列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杭州亚运会

竞赛场馆中的拳击馆所在地，杭州体育馆自2018年9月起闭馆改

造，工程建设期间几乎每天都接到预约健身场地的市民咨询电话。

目前，杭州体育馆结束了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已通过竣工验

收，并于昨天起试运营。

杭州体育馆此次升级，坚持“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原有建筑结

构，还原水刷石墙面、水磨石地面、马赛克壁画、扶手栏杆等上世纪

的建筑工艺，主要对竞赛场地、赛事功能用房及室内外配套设施等

进行了改造提升。

5 月 24 日（含）前，市民可前往免费体验乒乓球和壁球项

目。5 月 25 日起，场馆正式对外开放乒乓球、羽毛球、壁球等项

目，开展体育舞蹈培训。此次恢复开放后，工作日白天乒乓球项目

依然免费开放，上述各类运动项目将在法定节假日全部免费开放。

杭州体育馆馆长刘震向记者表示，他希望新老粉丝们都能来

体验一把，提提意见，以帮他们完善工作。

一开门就来了不少老杭州
都说新馆感觉不错

昨天上午 9 点零 5 分，记者在出示场所码和行程卡之后，进入

杭州体育馆。工作人员说：“9 点开门，已经有不少人进馆参观或

打球了。”

一走进主场馆2楼，乒乓球碰撞声此起彼伏，不少大伯大妈挥

舞着球拍。2楼场地共四张乒乓球桌，全满了。场下还坐着几位，

脸颊渗着汗珠，应该是替补下来休息的。

70 岁的王阿姨穿着乒乓球专业服装、绑着护膝，正挥汗如

雨。她住在宝善桥附近，已有十多年球龄，杭州体育馆改造前一直

在这里打球。

在新馆第一次打球，王阿姨给了赞，“感觉挺不错”。

“乒乓球预约比较火爆，今天的名额很早就约满了，明后天的

也已有很多人预约。想来打球的各位要尽早预约。”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试营运期间同时开放的还有壁球。壁球分4块场地，位于体

育馆A楼4层，预约时间为1小时。和乒乓球比起来，壁球预约相

对不那么紧张。

在打球的人群中，记者遇到了杭州市壁球队的队员和教练。

教练姓经，他也给提升后的体育馆点赞：“壁球馆改造后，地板更耐

滑了，综合设施水平提高了，真心不错。”

15岁的小队员姓王，是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的一名学生。王

同学说：“我们有两个训练场地，一个是杭州体育馆，另一个是黄龙

体育中心。杭州体育馆可算是我们的主场馆，这下‘主战场’回归

了，真好。”

5 月 22 日至 24 日试运营的三天里，参观和打兵兵球、壁球是

免费的，停车也免费。

即时起，在微信小程序“AI动杭州”里，搜索“杭州体育馆”，并

点进去，就能预约。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进入杭州体育馆需要有48小时内核酸阴

性证明，并要扫场所码、核验健康码、测体温、戴好口罩。

想去杭州体育馆打球和参观，如何预约看这里

70岁的王阿姨70岁的王阿姨

刘宁身高1米85，年轻时在单位篮球队打前锋，后来成为球队教练，退休后也没

闲着，打起了“快乐篮球”，“现在两三天打一次，大家一起交流切磋，很开心的！”

在这场 4 对 4 的篮球赛中，82 岁的陈柏梁是裁判。他是这帮球友里年纪最大

的。比赛中碰到运球走步、上篮打手等情况，他的吹罚毫不含糊。

“我开始接触篮球的时候是1957年。”陈柏梁算了算，他的球龄已经有65年。

比赛间隙，陈柏梁也会去投投篮过一把球瘾。“只要不下雨，我清早五点半就到

球场了。因为家就在附近，一路小跑过来先热个身。”

今年 72 岁的宣金云是从余杭区闲林街道特意赶过来的，赶了 30 多公里路：

“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坐了一个半小时公交车，中间转了两趟车到这里的。”

“我初中就开始打篮球，这么多年打下来还是觉得没打够！”宣金云笑称自己就

是“篮球老顽童”，不打球就觉得浑身难受。

能把这些各怀绝技的“篮球老炮”们组织在一起，队长

费忠仁起了不小的作用。今年61岁的他是目前队里最“年

轻”的，大家称呼他“小费”。

费忠仁说，今年是虎年，3月份他把球场上认识的70

岁以上大爷组成一个篮球队。后来加入队伍的球友越

来越多，年龄门槛也逐渐放宽，目前队员年龄都在 60 岁

以上，队名叫“篮球兄弟”。球队有专门的口号——“篮球

老兄弟，快乐我和你。春夏连秋冬，永远在一起。”

费忠仁说，只要在群里发一句“明天老地方打球”，第二

天八点不到就会有十多位球友赶到。 本报记者 王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