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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炫的灯光，劲爆的 DJ

鼓点，在近在咫尺的观众有节

奏的掌声中助跑、撑杆、飞跃、

落地⋯⋯

6 月 10 日，17 位国家顶

尖撑杆跳运动员现身钱塘江

畔，在地标建筑城市阳台、杭州

大剧院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组

成的“日月同辉”建筑景象中

间，上演了一场以撑杆跳高解

锁亚运之城天际线的街头战，

每一个矫捷飞跃高杆的身姿，

都赢得了现场观赛市民的阵阵

呐喊和欢呼。

杭州是 2023 中国田径街

头巡回赛的第四站，也是该项

赛事首次落地亚运之城。观众

们坐于跑道两侧，得以观赏到

选手每一个技术动作，以街头

观赛的打开方式，享受包括女

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保持者李

玲、亚锦赛冠军陈巧铃、全运会

男子撑杆跳高冠军姚捷在内的

多名高手带来的街头田径盛

宴。

比赛当日，杭州的天气十

分闷热，但33岁的老将姚捷以

5.82 米这一平全国纪录的成

绩拿到男子组冠军，超预期的

发挥让他直言“没想到”。对于

亚运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菲律

宾选手奥比纳，姚捷放话：“大

家都是亚洲人，他能跳出的高

度，我觉得我也能做到！”

以 4.33 米的成绩摘得女

子组冠军的浙江选手陈巧铃，

已经是第三次参与街头巡回赛

事了。在她看来，街头赛对于

撑杆跳高的发展很有帮助，让

大众更直观了解这项田径运动

的魅力。

把撑杆跳比赛搬到街头把撑杆跳比赛搬到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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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群空中飞人来了群空中飞人

将体育比赛从田径场“搬”进街头和商圈，如今已是田

径项目的“传统”办赛方式。哪怕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

决赛这种国际比赛，去年也把跳高、铅球等部分项目比赛

放在瑞士苏黎世的街头进行。

由于更接近现场观众，人们的加油鼓励之声更能激励

选手拿出好状态。与高水准比赛近距离接触，加深了观众

对于项目规则、观赛礼仪乃至体育精神的深入理解。原本

办在场馆里的田径赛事，如今正在国内城市的街头“接地

气、聚人气”。

将比赛放在街头，更折射出当今体坛的发展趋势。滑

板、霹雳舞、小轮车、三人篮球等“街头运动”成为亚运会乃

至奥运会的比赛项目，都足以证明街头化、时尚化、年轻化

正成为体育赛事发展的新潮流。让高水平的赛事走出体

育场、走进大众，不仅提升了体育项目本身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更在潜移默化间为整座城市的体育文化赋能。

铺就跑道、撑起横杆、堆上厚垫，一块街头撑杆跳高的

比赛场地搭建并不复杂，但一场街头比赛的推广效果却堪

称上佳。要想彻底发挥体育赛事的多元价值功能，“接地

气”就成为了先决条件，而“聚人气”也在体育赛事办进街

头闹市那一刻起，成为了必然的结果。让体育赛事更加贴

近群众，田径街头赛的尝试已初见成效，且正逐年升温，不

难预见在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挖掘潜力。

接地气、聚人气，城市需要街头体育

本报记者 赵磊本报记者 赵磊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创办于 2015 年，这种融合了体

育赛事、音乐 DJ、潮流娱乐等元素为一体的街头赛事，成

功消除了原本矗立在大众与运动员之间的空间壁垒，贴合

时下潮流语境，创造性地让大众在街头近距离感受田径运

动的竞技脉搏。

“我们打破了田径项目的办赛传统，在体育场馆外举

办赛事，此举的目的就是将田径带到大众的生活中来，让

市民朋友能够在夏日街头感受到体育运动的青春与活

力。”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天下午，比赛未正式开始前，杭州大剧院前的广场

上就迎来了众多运动爱好者。记者在现场看到，赛事的主

办方推出了街头田径体验空间，将打卡、观赛、体验等元素

融入市民互动体验：穿戴吊索及其他保护性设备后，就能

在街头亲身体验撑杆跳高的持杆、压杆动作，还能在跑步

机上体验2022尤金田径世锦赛男子马拉松项目冠军塔米

拉特·托拉的真实配速。

家住杭州上城区小营街道的市民白云峰，通过参与潮

新闻的互动评论活动拿到了观赛门票，来到现场观看选手

们的比赛盛况。“当时看到这个赛事举办的消息就感觉非

常新颖，能够在亚运会正式开赛之前，就实现在家门口的

街头观看国家队高水平选手的比拼，氛围实在是太好了！”

当这些代表着中国乃至亚洲“顶尖高度”的选手来到杭

州，以矫健身姿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时，体育的激情与街头

的动感节拍，让现场每一位观赛市民都感到大饱眼福。

街头田径，观众与运动员咫尺之遥

从北上广，到成都、南京、厦门，再到杭州,田径街头赛

事的足迹遍布了国内多个城市的街头。但其实，田径也只

是街头体育很小的一块拼图。

杭州亚运会即将迎来开幕倒计时百天，全民健身迎亚

运的氛围日渐浓厚，无论是各类大型赛事的举办，还是群

众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都不断在为杭州“国际赛事之城”

的建设添砖加瓦。

丰富完善一座城市的体育脉络，街头

体育文化自然少不了，而这需要整个

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全面提

升。事实上，杭州这些年一直在因地

制宜推进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亚运会虽延期举办，但 56 个亚运场馆全部竣工并面

向公众开放并未延期。“大莲花”、运河亚运公园、黄龙体

育中心等亚运竞赛场馆里市民恣意挥汗如雨的场景成

了常态。桥下空间、楼顶、公园和滨水绿道等不同类型

的城市“金角银边”，体育器材

设施的入驻满足了不同人群多

样化的日常运动需求。

人们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关注自身的健康。你，我，每一个

现身街头运动着的人，正让杭州

这座亚运之城的每一个角落，都

彰显出运动时尚之美。

亚运之城，提升时尚“运动范儿”亚运之城，提升时尚“运动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