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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2015 年女子 9 球世锦赛在桂林展开决
赛，中国选手来自河南兰考的刘莎莎9∶4力挫奥

地利名将欧斯纯，替潘晓婷报了一箭之仇。
刘莎莎是第三次夺得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夺

冠最多的亚洲球员。而她距离英国选手艾莉森·费雪
摘得世锦赛四冠的世界纪录只有一步之遥。

年仅 22 岁的刘莎莎颜值和战绩俱佳，很有希望接
班潘晓婷，成为新的九球天后。

10年的磨砺终于铸造出刘莎莎这把女子台球赛场上
的“利刃”——2009 年在沈阳举行的女子九球世界锦标赛

上，16 岁的刘莎莎一举成为这项赛事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
军；2014 年，21 岁的刘莎莎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国首个女子九

球世锦赛双冠王；8日，22岁的刘莎莎再次刷新自己的纪录，三
度“封后”女子九球世锦赛。

谈及未来的目标，刘莎莎赛后坚定地说：“我现在还年轻，不
去想那么多杂事，就一心打好自己的球，争取再多拿一些成绩，不

为别的，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努力。”

以上海国际马拉松比赛为例。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马拉松赛事之
一，这个创立于1996年的马拉松赛事
2015 年的参赛人数已经突破 35000
人，而参与预报名总数超过12万人。

供职于沪上某外资保险公司的
赵莹是马拉松爱好者，“现在要拿到
一个上马的参赛资格很难啊，选上的
激烈程度堪比沪车牌竞拍”。9 月的
那轮报名，她并没有中签，但后来幸
运的是“前面的人没有付款，结果我

就中奖般地轮上了”。
赵莹为了这次的上海马拉松花

费不少。她特地跑去一家知名的运
动品牌专卖店配齐了一整套装备。

“一双专业的跑步鞋是1400多块，因
为每天跑步要换洗，我另外买了两套
运动衣服，加上其他的一些装备，总
共花了我3000多块吧。”

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人
戏称一旦有了马拉松这个爱好就是
开启一种烧钱的模式。美国权威杂

志《跑者世界》估算，美国“节俭型”跑
友一生的跑步花费为 14358 美元，

“普通型”为56942美元，“奢华型”
为 212872 美元。中国跑友也如
法炮制，推出了中国版：节俭型
要 14100 元 ，普 通 型 243000
元，土豪型要1101900元。

有专业人士估算，2014
年中国马拉松赛事运营的
收入达到20亿元，带动相
关行业收入超百亿元。

成本：1200万元
收入：2000多万元
毛利：至少67%

按每场利润800万元，
2014年全国51场马拉松
将有4亿多利润空间

马拉松现在有多“疯狂”？——赛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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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一天就有6个地方7万多人跑马

疯狂的马拉松你加入了吗
“跑出来的钱”有多少？

这两天，在您的朋友圈有没有看到跑步造型的照片呢？
不要以为这是cosplay或是在拍戏，他们其实是在跑！马！拉！松！
据记者粗略统计，光是11月8日，在全国就有6个地方举办马拉松赛，大约有7
万人开跑。您别以为8日是马拉松赛事最多的一天，上个月的18日，全国同时
进行了15场马拉松赛事。
跑步热催生了新一批的消费热潮。各大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品牌厂商们争相
将自己的LOGO塞进这场运动中，以期望人们在赛后走进自己的店铺里多
买些产品。

一项成功的马拉松赛事，确实能
够给城市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在成功样本的感召下，一些
城市不考虑城市的客观条件和组织
能力，盲目上马赛事。一些观念甚至
认为，相比其他活动，马拉松赛事的
资金投入少、组织相对容易、宣传效
果好、拉动作用大，因此“一本万利”。
真的吗？

世界上大凡有影响力的马拉松
赛事，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
史，需要不懈的投入和专业化运营。
纽约、伦敦等马拉松赛事，组织者的工
作贯穿全年。台北马拉松赛，赛前3个
月会给每位选手发短信，提醒训练的
强度、饮食搭配等；最后一个月还会贴
心地告知非本地选手，选择哪些酒店
最为便利……两相比较，我们的个别

马拉松赛事，准
备 期 总 共 20
多天，吝惜投
入却期待产
出，可以想
见赛事组
织 会 是
怎样的
水平。

就在上周日的上海马拉松比赛
中，一男选手心脏骤停。所幸，危急关
头，参赛的医生和护士紧急施救，胸外
心脏按压、面罩通气、建立静脉通路、
心脏除颤……20分钟后，男子恢复窦
性心律，被及时送医。

同样在上个月，合肥马拉松赛上一
位年仅30岁的跑友在临近终点处倒下。

上个月举办的烟台马拉松，冠军
成绩被取消，随后在舆论关注下又出
现了“逆转”，让人摸不着头脑。

近年来，马拉松跑死人的现象屡
见不鲜，北京、昆明、张家口等马拉松
赛事都出现过死人悲剧，不能不说我
们在赛事的组织和管理上存在漏洞。

与此同时，参赛名额所衍生出的问题更
多。由于报名者众多，许多赛事早早就传出

“满员”的消息，让许多想要参赛的跑友扼
腕叹息。一些赛事甚至由此滋生出“黑
市”，参赛名额公然叫卖，这些都凸显我们
组织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马拉松有着 2500 多年的历史，如
今却成了时尚、光鲜、流行的代名
词。在马拉松热火遍全国之际，我
们也希望人们能够冷静思考不足，
不被喧嚣和热闹的表象蒙蔽了双
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避免马
拉松热昙花一现，也才会打造出
属于中国品牌的百年赛事！
王健

跑步背后的经济 土豪型跑友跑步花费110万

组织水平亟待上台阶

新九球天后
咱河南靓妞
刘莎莎

十年蜕变

萝莉初露御姐范儿 要开服装店庆夺冠
与其他球员的成长之路不同，刘莎莎并不是从小接触台球，直到

2005 年，受当时的全国冠军、同乡付小芳影响，刘莎莎才第一次拿起球
杆。如今10年过去，当年那个不知道台球为何物的小姑娘完成了蜕变，而

这种蜕变并不仅限于赛场上。
刚开始练球时，粉色的套头运动衫、浅蓝色的牛仔裤，扎着马尾，说话偶

尔还会脸红，刘莎莎最初参加比赛那段时间，和场上精心打扮、着装时尚的选
手比，完全像个孩子。

如今，刘莎莎已然成为时尚大气的成熟选手，气场甚至不输天后潘晓婷。本
届比赛期间，她没有拘泥于台球比赛常见的黑衣，而是身着白衬衫打完了前面的

比赛，等到决赛才恢复了传统着装。
从出道打球开始，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刘莎莎的哥哥总是伴随其左右，忙前忙

后。今年开始，哥哥不再陪着她参赛，她有了自己的助理。“我哥陪着我的话，所有的
事都会想得比较全面一点，助理更多的是帮我打理化妆和着装等方面的事情。”刘莎莎

说，自己也在适应这种改变。
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刘莎莎爱购物爱逛街爱买漂亮衣服，这也让她在台球之外有了

另一个梦想，而且马上就要付诸实践作为自己的庆祝方式，“比赛前我就打算好了，回家我
要自己开一家服装店，叫莎莎的衣橱，就在老家县城里。自己去进货。我很享受这个过

程。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小心愿。”郑州晚报记者 胡田野

刘翔复出不是为了跨栏而是为了上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