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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宁体育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发展思路，丰富体育内涵，
创新体育发展方式，取得许多“海
宁经验”。

——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
事。2008 年以来先后成功举办
FIBA 洲际女子篮球赛、亚洲轮滑
锦标赛、世界速度轮滑锦标赛、斯
坦科维奇杯篮球赛、世界杯轮滑
马拉松赛、CBSA 美式九球世界公

开赛、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海宁公
开赛、亚洲职业篮球挑战赛等 10
多项国内外高水平赛事，实现了

“小城办大赛”，提升了海宁在国
内外知名度、影响力。

——实施体育惠民服务工
程。围绕创建浙江省体育现代化
县市、打造运动休闲之都，将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融入到美丽海宁、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去，提升公
共体育设施档次，形成了以市、镇

（街道）、村（社区）体育设施为阵

地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全
民健身公益大培训和“潮乡少儿
习泳项目”，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健
身行列，让更多潮乡少儿学会和
掌握游泳技能。通过学校体育设
施等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全民健身服
务。

——创新体育场馆管理模
式。一是采用委托运营管理模
式，将投资 1.46 亿元的体育馆委
托民营企业运营管理；二是采用

国有公司管理模式，将投资 1.4 亿

元的游泳馆、射击馆实行“市场化

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

国有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三

是民营资本投入自我管理模式，

轮滑中心由民营企业投入建设并

负责运营管理。通过多样化管理

模式，盘活大型体育设施资源，坚

持市场化和公益性并举，取得了

场馆运营管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

叫响发展体育运动的“海宁经验”

海宁全力打造

﹃
轮滑星城

﹄

穿上轮滑鞋，像风一样划过。
当轮滑与海宁相遇，轮滑运动迸发出新的活力。
精彩赛事，不断在海宁这座小城上演。从 2007 年亚洲首座国际标准室内轮滑运动场馆落户海

宁，到 2008 年、2009 年、2014 年相继承办第十三届亚洲轮滑锦标赛、世界速度轮滑锦标赛、第十六
届亚洲轮滑锦标赛，轮滑运动已成为海宁新的城市符号。

眼下，海宁这座“轮滑星城”正呼之欲出。

这是一场盛大的轮滑派对。
今年9月19日至29日，第十六

届亚洲轮滑锦标赛在海宁举办,来
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 余名官
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随队人
员参加了速度轮滑、花样轮滑、自
由式轮滑、单双排轮滑球 5 个大项
92个单小项的比赛。

“高手竞技，真是让我们一饱
眼福。”海宁市民陈杰说，以“相聚
魅力海宁、共享轮滑激情”为主题
的洲际级比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

据了解，亚洲轮滑锦标赛由亚
洲轮滑联合会主办，1985 年创立，
每两年举办一届，先后在中国、日
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举办，
第十六届亚洲轮滑锦标赛有中国

香港、澳门、台北，及伊朗、巴基斯
坦、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
拉国等 14 个国家、地区的 600 多名
运动员报名参赛。

一场精彩比赛背后，离不开周
密的筹备工作。

为确保本届比赛顺利进行，海
宁市政府作为承办方充分做好各
项工作。一是加强赛事组织领导，
统筹办赛筹备工作。在申办本届
赛事成功后，海宁市政府立即制定
下发了《海宁市承办第十六届亚洲
轮滑锦标赛实施方案》，成立了“一
办六部”工作机构，明确了各机构
工作职责和工作责任分解。二是
提升场馆设施品质，确保赛事专业
水准。本次比赛项目设置齐全,场
馆要求严格，每个场地的布置根据

比赛项目的差异都有不同的规格
和要求，组委会充分利用现有场馆
设施和城市道路，通过改造提升满
足各项比赛所需。三是强化宣传
营造氛围，积极推广城市品牌。建
立了第十六届亚洲轮滑锦标赛中
英文官方网站；先后在北京和海宁
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到40余家主
流媒体单位的 50 余名记者参加本
届亚锦赛新闻发布会；浙江电视台
对部分赛事进行电视直播，新浪
网、新蓝网同步播放轮滑赛事。四
是注重内涵，围绕赛事开展推介活
动。精心组织实施赛事开幕式；加
强赛事的宣传策划、推广与合作招
商等工作；举行了“轮滑摄影大
赛”、“轮滑用品展销会”、“轮滑冠
军进校园”等活动。五是强化保

障，实现后勤保障精细化、志愿者
服务亮点化、安全保卫严格化、赛
事运作市场化，确保赛事顺利举
行。

“第十六届亚洲轮滑锦标赛在
海宁的成功举办，既提升了海宁城
市的影响力，又推动了当地经济社
会的发展。”海宁市领导说，全市人
民以最大的热情办好比赛，从出租
车、商场、酒吧、宾馆到志愿者、医
疗人员等都以高质量的服务迎接
比赛，把自己与城市最美的一面展
示给各方来宾，通过本届赛事的成
功举办，海宁城市居民的综合素质
越来越高，城市环境和形象也更加
美好。

高水准赛事也“催”热了当地
三产服务业。据介绍，本届亚洲

轮滑锦标赛期间组委会接待 14 个
国家和地区的领队、教练、运动
员、随队人员 900 余人，各级官员
131 人，国内外裁判 134 人，除此之
外各地来海宁观摩赛事人数不计
其数，直接促进了酒店住宿和餐
饮、旅游、购物等服务业的需求。
再次，赛事期间举办摄影大赛、轮
滑用品博览会等活动，比赛期间
有 1 万多群众观看赛事，丰富了群
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商贸业的
发展。通过举办世界级大赛，学
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提高了旅
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比赛间隙，很
多国家代表团参加盐官观潮景区
和海宁中国皮革城游览，为宣传
推介海宁旅游、拉动旅游经济打
下基础。

百姓家门口欣赏高水平赛事

心随轮动，滑出精彩童年。
海宁许多校园内，孩子们在专业
轮滑队员和老师的带领下，脚踏

“飞轮”，驰骋飞扬，尽情地体验着
轮滑的魅力，享受着轮滑的快乐。

这是海宁大力实施“轮滑进
校园”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海宁不断扩大轮滑运动的普及
面，相继投入 200 余万元，为 50 所
学校配备了 1640 套轮滑装备，完
善学校轮滑场地设施，组建学校
轮滑队伍。自 2007 年起，海宁市
还将轮滑运动项目列入中小学生
年度比赛计划，每年举办中小学
生轮滑比赛和轮滑进校园成果展
示。

值得一提的是，广泛实施的
“轮滑进校园工程”培养了一大批
轮滑爱好者，2008 年海宁被命名
为中国轮滑协会训练基地，2009
年被中国轮滑协会授予“中国轮
滑城市”称号。此外，轮滑专业团
体、队伍也纷纷建立，注册成立了
专业从事轮滑及体育赛事策划推
广的浙江中创文体经纪公司，分
别成立了奥林轮滑队和海宁轮滑
队这两支轮滑运动专业队伍，成
立了轮滑协会及轮滑俱乐部，这
些专业机构和组织也纷纷开展轮
滑培训活动。

如此多的市民钟爱轮滑运动，
如此多的高水平赛事轮番举行，这
得益于海宁一流的轮滑硬件设施
条件和深厚的轮滑运动内涵。

轮滑运动场地设施不断完
善。一是利用民间资本建设轮
滑设施，2008 年 6 月，占地 35 亩
投资 6500 多万元的海宁国际轮
滑运动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成为
集比赛、训练、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综合性、全天候的专业轮滑运
动室内场馆，开创了海宁市首家
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大型体育场
馆 的 先 例 ，成 为 世 界 上 设 施 最
全 、功 能 最 优 的 室 内 轮 滑 场 馆
之一。二是将轮滑设施纳入公
园、绿地建设，2008 年、2009 年投
入近 500 万元在海宁尖山新区鼠
尾山公园和市中心李善兰公园
建两个公路赛场地，2012 年启动
建设鹃湖轮滑主题公园，目前已
经建成 500 米公路赛场地，正在
建设符合国际比赛要求的环湖
轮滑马拉松赛道。公路赛场地
的建成与一流的室内场馆相配
套，为举办综合性轮滑赛事和开
展群众性轮滑运动提供了完备
的硬件设施条件。

轮滑运动内涵不断丰富。在
广泛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海

宁市委、市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
《海宁市建设“轮滑星城”实施意
见（2009-2011）》等一系列有利于
轮滑运动发展的政策文件，确立
了由“轮滑城市”向“轮滑名城”和

“运动休闲之都”发展的理念，市
各有关部门都把发展轮滑事业作
为一项品牌战略任务来抓，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明确目标任务，细
化职责分工，为轮滑运动发展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机制保
障。推动了轮滑运动设施建设和
项目开展，使轮滑逐步成为海宁
新的城市名片。

“我们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
积极发挥中国轮滑协会训练基
地作用，充分利用场馆及其训练
基 地 的 优 势 ，完 善 的 运 动 员 宿
舍、食堂等配套用房，吸引众多
高 水 平 轮 滑 运 动 队 到 海 宁 驻
训。”海宁市体育局有关领导说，
已分别有国家速滑队、花样队和
苏州、深圳等轮滑专业队来海宁
训 练 ，进 一 步 扩 大 轮 滑 国 际 交
流。目前，海宁市不仅与秦皇岛
市北戴河区、意大利阿奎拉市成
为轮滑友好城市，而且香港和新
加坡等地的轮滑俱乐部还与海
宁国际轮滑中心签订了场馆资
源共享协议。

滑出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