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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郑马：
延伸“小而美”提升影响力

对于去年的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
段世杰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相对于国
内其他城市，郑州马拉松虽然起步晚，但
起点很高，通过和国内一流的专业机构
合作，办得非常成功。结合“生活化”的
目标，段世杰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可
以多办一些小型赛事，完善赛事体系，加
快马拉松的普及，加深更多普通人对马
拉松认识，以此扩大郑马的影响力，促进
郑马的发展。”

段世杰特别提到他在福建参加的一
次“美丽乡村马拉松赛”：“这个比赛的
规模并不大，不到 1000人，路线也不
长，但村里风景秀丽，参赛选手热情很
高。比赛举办当天，村民也把当地的红
薯、茶叶、土蜂蜜等特产拿出来展示，还
特别搭建了大棚，提供当地的特色饮食
服务。这其实是一次很好的‘体育+旅
游’实践。趁着周末，大家来到这里，跑
步健身的同时又欣赏了风景、吃吃农家
饭，临走的时候再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
回去送亲戚朋友，是一次体验非常好的
周末休闲游。而通过这样的活动，当地
的绿色食品也被更多人知道，拓宽了销
路，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又起到了促进
作用。”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旅游资源也
很丰富，非常适合多搞一些这样的小型
马拉松比赛。其实越是偏远的地方往往
风景好，当地的产品也更绿色环保，通过
这样的比赛吸引人群、拉动消费，也能对
当地的扶贫攻坚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以郑马为例，郑州市有16个县（市）
区，都可以结合各自特点搞小型的赛
事，把比赛和旅游、休闲结合起来，既
推动了全民健身又能促进消费，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这些比赛又都可以纳
入郑马的体系，这会使参与马拉松的
人群逐步扩大，在这些小型赛事中的参
与度又可以作为郑马报名的一项考核指
标，以此来提升跑友的积极性，这样郑马
的影响力自然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
功。”段世杰说。

中国田协主席段世杰：

马拉松：世界语言 文明标志
本报讯 1月6日上午，被国内跑友誉为“开年第一跑”厦门马拉松鸣枪开跑。有

着17年历史，目前已然是国际田联和中国田协“双金标赛事”的厦马，不仅吸引了38
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名选手参赛，国内众多的马拉松举办城市也纷纷前来观摩考
察。应厦门市政府邀请，本报记者随同郑州市相关领导前往厦门观摩赛事。在厦马
的比赛现场，中国田协主席段世杰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作为中国田径的掌门
人，段世杰对于国内发展方兴未艾的马拉松赛事深有感触，在他看来，马拉松最重要
的作用就是大大推动了城市文明的建设。对于去年刚刚起步的郑马，段世杰也热心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郑报融媒特派记者 杜长涛 薛军 苏瑜 厦门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在中国田协
注册举办的各类马拉松赛事达 1000多
场。在段世杰看来，有着悠久历史而且
参与人群广泛的马拉松运动是一种世界
语言，它对举办城市的建设、经济增长、
文化传播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
树立城市形象、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
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马拉松运动
在中国的普及，马拉松已然成为发展中
的中国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举办马拉
松所需要的软硬件的条件，也在推动一
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素质的
提升。

“早在 100多年前，现代奥林匹克之
父顾拜旦就指出，体育运动能够在年轻
人当中塑造和推动追求卓越的文化。”
段世杰说，“优秀的选手是一种卓越，高

素质的表现也是一种卓越，会引来人们
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无形当
中，自然就促进了文明程度的提高。”

段世杰用“自己家里的大事儿”来比
喻一场马拉松：“家里来客人了，每个人
当然都要穿得光鲜亮丽，拿出最好的精
神头儿。城市也是这样，要举办一场马
拉松，自然要有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
不仅市委市政府重视，随着马拉松文化
的深入人心，市民也会重视，甚至会反过
来要求政府来加强和改进城市建设。就
像厦门马拉松举办之初，海边有很多违
章建筑，以马拉松赛为契机，将这些影响
市容的违章建筑拆除，大大提升了城市
形象，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兰州也是这
样，借着马拉松的机会，对黄河两岸进行
了大规模整治，环境大大改善，漂亮的景

观让市民也引以为荣。”
在市容市貌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

段世杰也很看重“软实力”的提升：“每一
届马拉松比赛中，志愿者都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通过马拉松比赛培养、建立起
来的志愿者队伍，才能够在城市所有的
大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高素
质的人才在各行各业中都能起到带动示
范作用，进而会推动整座城市市民的文
明素养。”

此外，马拉松也有着很强的教育
感化功能。马拉松是一项对体能、意
志要求很高的运动，马拉松的影响力
渗透到家庭当中，会对家庭成员内部
都产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作用。
大的方面，也会使城市之间形成良性
竞争，共同进步。

近年来，中国的马拉松赛事发展呈
井喷状态，各地都掀起了马拉松热潮，这
也逐渐引来反对之声，认为赛事过多。
对此，段世杰表示：“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而是我们的理念。作为马拉松从业者，
我们不能仅仅是为跑步者搭建一个跑步
的平台、提供一个跑步的机会，而是要推
行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让马拉
松逐渐生活化。”

“我在和其他国家的田径协会领导
人交流时，也会经常谈论到马拉松的话
题。印度田协的领导告诉我，他们国家
一年的马拉松赛事也有1000多场。无论

是按人口还是按经济总量算，相比之下，
我们的算多吗？而美国，据说一年都达3
万多场。当然，这其中既包括了像波士
顿马拉松这样的世界大满贯赛事，也包
括了在各个城市、乡村、学校进行的各种
规模、各种模式的路跑活动。美国有3亿
多人口，中国有 14亿人口，这样比较，我
们的赛事活动数量差距还非常大。可以
看出来，马拉松在美国已经非常普遍、非
常生活化了。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不必特别纠结
于数字，而是说要让马拉松代表的健康
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更多人。这

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是说一搞马
拉松就一定要是全程的，人数规模要很
大的。也可以做一些小型的，5公里的、
10公里的，慢慢培养人们的兴趣、培养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在这基础上他
们会逐渐提升能力，逐渐去参加半程、
全程赛事。这样，人群会逐步扩大，而
马拉松也会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此外，马拉松也是生产力，在城市
建设、交通、旅游、餐饮、体育用品消费，
甚至是扶贫工作中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段世杰说。

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推进生活化 释放生产力

1月6日，2019厦门马拉松赛开跑，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新华社发

段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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