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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内容。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郑州马拉松、巩义市冰
雪运动……近年来，一场场精彩赛事，让
郑州一次次出彩出圈，呈现出郑州文旅产
业蓬勃发展之势，展现了郑州的文化底蕴
与城市风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
美誉度。

《规划》提到，我市要加快发展现代体
育服务业，进一步提升竞赛表演、健身休
闲、体育培训、体育场馆服务等产业竞争
力，加快发展全龄、全时、全域的生活性体
育服务业，重点推进体育中介咨询、体育
法律服务、体育金融服务、体育信息服务、
体育创意营销、体育产品研发设计等生产
性体育服务业发展。

同时，推进“体育＋”多业态融合发

展。加快发展“体旅”产业，打造一批
“跟着赛事去旅行”文体旅融合品牌活
动，推动景区从“观赏游”向“体验游”

“沉浸游”转型；加快推进“体绿”产业，
着力推动体育设施植入城市绿化与城
市更新，强化“绿道＋赛事”“公园＋产
业”“场景＋消费”等商业模式创新；重点
发展“体培”产业，积极落实体教融合政
策要求，以培养青少年掌握 1～2项运动
项目技能为目标，组织开展各类体育研
学、体育技能培训等，发展体育培训产
业；培育发展“体医”产业，发挥体育运动
在伤病防治、康复疗养、体质健康干预等
方面的特殊功效；大力发展“体农”产
业，打造田园生态运动休闲旅游圈，形
成以“绿水青山”为主题的体育乡村旅

游新形式。
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场景，才能激

发体育消费新活力。我市明确提出，加快
培育文旅体消费场景，在文创街区、旅游
景区融入更多体育内容、运动元素和消费
业态。以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
族区等城市老城区为重点，打造体育消费
引领中心，鼓励引进体育消费新业态和新
热点。鼓励商业综合体引入室内卡丁车
馆、攀岩、体育主题乐园等潮流业态，大力
发展周末、节假日和夜间体育经济，拓展
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体育消费新场
景。选取郑州商都遗址、二七广场、郑州
奥体中心等购物中心，开展夜间足球、轮
滑、广场舞等时尚体育项目，打造体育夜
经济消费场景。

到2035年，我市体育产业
总规模超800亿元

相关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近日，市政府
印发《郑州市体育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4—2035年）》，围绕加快发展现代体
育服务业、推进体育+多业态融合发展、
促进体育消费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提出
系列有力举措，打造国家一流体育产业强
市，使体育产业成为郑州市高质量发展的
“新质生产力”。到2035年，全市体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800亿元，成为我市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

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幸福
产业，具有发展潜力大、资源消耗低、覆盖领域
广、产业链条长、需求弹性大等特点。

近年来，郑州市体育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
黄金期。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持续增长，产业
发展载体逐日增多，重点企业不断涌现，体育
消费潜力持续激活，已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较
为齐全、产业链条日渐完善、产业融合不断加
深、产业质量极大提升的发展格局，体育产业
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

体育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郑州市 2022年
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431.06亿元，体育产业增
加值 190.61 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为 1.50％。其中体育制造业增加
值52.70亿元，体育服务业增加值131.93亿元，
体育建筑业增加值5.98亿元。

体育产业载体逐日增多。郑州市拥有国
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1个、国家级体育产业
示范单位1个、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项目3个、
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2个、省级体育产业示
范单位 18个、省级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1个，均
发展成为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体育产业主体不断涌现。截至 2022年年
末，郑州市体育产业法人单位总数量达到
7466 家，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达到 6.40 万
人。企业数量的大幅增加，为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体育用品制造和体育服务业的发展等提供
了重要的市场主体支撑。

体育产业市场持续激活。2022年郑州市
居民人均体育消费金额 2748.59元，按照 2022
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282.80万人计算，郑州
市体育消费总规模 352.59亿元。体育消费水
平大幅提升，消费潜力持续激活，公共服务满
意度持续提升。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未来十年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飞速发展期，也
是郑州市建设体育强市的关键期，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
加突出，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机遇和
新挑战。

郑州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是什么？如
何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
到，我市将积极培育壮大体育产业市场主
体，促进体育产业供给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升级，逐步形成以竞赛表演、健身休闲等
本体产业为支撑，“体育＋”融合发展的特
色产业体系，推动体育产业专业化、数字
化、品牌化、集聚化发展，将体育产业打造
成为郑州市重塑城市形象、促进城市更
新、优化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打造国家
一流体育产业强市，使体育产业成为郑州
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产业规模与效益齐升。体育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新型业态不断涌现，郑
州都市圈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
成。到 2025年，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超
过 500 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1.65％；到 2035 年，全市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800亿元，体育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接近4％,体育产
业成为我市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龙头企业
引领、中小微企业快速成长的市场主体梯
次培育成效显著，体育产业聚集效应明
显，专业性体育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到 2025年，培育 1～2个商业模式清
晰、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体育龙头企业；到
2035年，体育龙头企业达到 5～10个，龙
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创建国
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3～5个、国家级
体育产业基地2～3个。

——多业态融合体系逐步形成。体
育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协同融
合发展，产业组织形态更加丰富，产业结
构更加合理，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充足，
层次多样。“体旅”“体绿”“体培”“体医”

“体农”融合成为全市“体育＋”多业态融
合发展典型场景。

——数字化转型日益加速。体育生
产数字化能力不断提升，体育制造企业

“上云用数赋智”比例不断扩大，数字体
育产业创作与生产不断加速。到 2035
年，重点打造 3～5个体育元宇宙典型示
范场景，推动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与应用
推广。

——体育消费提质升级。市民健身
意识、体育技能日益提升，参加体育锻炼、
观赏体育赛事、进行体育消费成为市民的
时尚生活方式，年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明显
提高。创建高质量的国家体育消费示范
城市取得成效，体育消费新供给更加丰
富、体育消费新生态不断优化。到 202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 平方米以
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 0.90
块，人均体育消费达到 2000 元；到 203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4 平方米以
上，人均体育消费达到2500元。

本报讯（记者 楚丽 李居正 通讯员 刘辰
辰）为纪念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十周年，更好地讲述中国运河故事，11月
30日，《大运千年——古运河历史文化钩沉》
新书发布会暨运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
学郑州校区友兰学堂举行。

据了解，《大运千年——古运河历史文化
钩沉》一书以中国古运河为主题，由纪录片导

演陈举携手国家一级作家、文学评论家蔡桂
林创作，日前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此前，同名纪录片《大运千年》第一季（六
集）已在线上播出。

该书结构分为 11章，共 30万字，全书以
古运河发展历史脉络为纵轴，以各个历史时期
的运河故事为横轴，立体展现了中原古运河在
中国大运河史上的壮丽磅礴形象。全书从战

国时期魏惠王在河南郑州、荥阳之间的邙山开
挖的鸿沟作为中原大运河的原点着笔，涵盖中
国古运河（东西大运河）产生、发展、高光、衰
落、沉寂的各个历史阶段，详尽讲述中原大运
河的前世今生和对后世及当代社会的影响。

河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书《大运千
年》站在“运河文明”这一平台，生动刻画了“运
河”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

值，呈现了对运河文明历史发展的思辨，希望
以此次新书发布和学术研讨会为契机，深化
运河文化研究，推动运河遗产保护。《大运千
年》系列纪录片和书籍，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
的笔触，深入挖掘了中原运河、中国运河的历
史脉络和文化内涵，向滋润浇灌了 3000年华
夏文明的中国运河致敬，为研究、保护、传承、
利用中原大运河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大运千年——古运河历史文化钩沉》新书发布

体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型业态不断涌现

加快发展全龄、全时、全域生活性体育服务业

我市体育产业呈现蓬勃向上态势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1月
30日落幕。本届赛事河南代表团共
304 人参加了 11个竞赛项目和 5个
表演项目的角逐，最终获得 3个一等

奖、8个二等奖、28个三等奖。
河南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一成绩展示了河南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的风采和中原文化的魅力。
通过比赛交流，全国各民族凝聚了人

心、汇聚了力量，大家共同捧起了民
族团结的“最高奖杯”。

其中，塔沟武校 200名学员不仅
参加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表演，还代
表河南队参赛并取得一系列好成绩。

河南代表团获三个一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三亚闭幕

11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和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的6960
名运动员，参加了18个竞赛项目和3类表演项目（其中马上项目于7月8日至13日在新疆昭苏举办），在国内综合性体
育赛事中首次实现各地区代表团大团圆。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经过 2天激烈角逐，2024年河
南省全民健身大赛的大众羽毛球公开赛总决赛，昨日在郑州
师范学院体育馆收拍（如图），标志着2024年度河南省全民健
身大赛羽毛球公开赛圆满落下帷幕。

2024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羽毛球公开赛总决赛由河
南省体育局、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河南省体育总会等主
办，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河南省球类运动中心、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河南省羽毛球协会、郑州市体育局等承办。该
项赛事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等 5个项目，分
为青年组（18岁至 30岁）、中年组（31岁至 45岁）、常青组（46
岁至 60岁）三个年龄组别，最大程度覆盖了我省羽毛球爱好
者群体。其中，青年组设有全部 5个项目，中年组设有男、女
单打，混合双打 3个项目，常青组设有男子双打、混合双打 2
个项目。根据相关竞赛规程规定，获得本年度该项赛事安阳、
驻马店、周口、焦作、漯河五站分站赛各组别、各单项前 16名
的选手及组合近 400人，参加了本次在郑州举行的总决赛。
他们也代表了我省业余羽毛球单项的最高水平。

本年度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羽毛球公开赛自8月份启幕
以来，历时 3 个月、经过 5 站分站赛激烈角逐，吸引了我省
25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参与其中。通过河南省全民健身大
赛羽毛球公开赛的举办，进一步提高了羽毛球运动在我省各
地的普及度和影响力，使得我省业余羽毛球水平再上新台
阶。同时，也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我省全民健身事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通讯员 李龙 文/图）2024年河南省体
育场馆中心篮球公开赛，11月 30日在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
（北区）拉开战幕（如图）。来自郑州市以及周边地市 48支队
伍的 400余名篮球爱好者汇聚一堂，将在两个周末在此进行
百余场比赛，演绎激情“篮途”。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主办，郑州郑篮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协办。比赛设有三人制篮球、五人制篮球两个项
目，分为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比赛于 11月 30日至 12
月 1日、12月 7日至12月 8日两个周末进行。

2024年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篮球公开赛旨在为广大篮
球爱好者搭建一个切磋球技、共同提高、展示风采的平台。进
一步推广篮球运动，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增进不同
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发掘和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为
河南省篮球事业的发展储备力量。

400余人参加百余场比赛

我省这场公开赛
演绎激情“篮途”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奔
跑吧·少年”2024年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郑州市
郑中国际学校体育馆举行（如图），来自全市的 578名小将
相聚于此，竞争比拼一较高下。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教育局主办，郑州
市体育工作队承办，河南乒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运营。比
赛设有男、女单打两个项目，分为甲、乙、丙 3个组别，共有
来自全市中小学、乒乓球俱乐部以及个人 76支代表队参
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项目在我市青少年中有着广泛的普
及率，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是我市青少年乒乓球的一
项传统赛事，旨在促进我市青少年健康发展，推进素质教
育，助力体教融合，进一步提升乒乓球项目在我市的普及
和发展。郑州乒乓球有着辉煌的历史，曾培养出了葛新
爱、邓亚萍、帖娅娜等一批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通过本次
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的举办，也将从中选拔出一批
优秀苗子，为郑州市乒乓球专业队补充新生力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凯）11月 30日，郑州市国际象棋协会成
立大会在郑州市召开。随着会议的成功举行，标志着郑州市
国际象棋协会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国际象棋在郑州市的发
展迈上了新的台阶。未来，该协会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
高水平赛事，加强各方合作，推动国际象棋运动在我市乃至全
省范围内的新发展。

国际象棋在我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郑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的成立，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国际
象棋这一文化瑰宝，进一步推动该项目在郑州的普及和发展。

未来，郑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将积极策划和组织各类赛事
活动，搭建起一个展示才华、交流技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
够感受到国际象棋的魅力；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职
责，确保协会运作高效有序；不断创新和丰富活动内容，提高
市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为优秀棋手提
供更多赛事支持和深造机会；积极寻求与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河南省棋类协会及兄弟省市协会的合作，共同打造高水平的
比赛和人才培养项目；与学校、俱乐部、商业机构等建立紧密
的合作关系，为协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培养+赛事+合作”助力
郑州国际象棋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月 30日，由郑州市体育局主
办，郑州市足球协会承办的“舒莱狮”郑州市八人制足球周
末联赛在豫之星灯光大球场全面开战。

本次比赛分3个组别共 24支球队参加，利用周末双休
时间进行比赛，比赛持续将近两个月产生最后的冠军。据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足球邀请赛旨在托举青少年足球
梦想，使更多孩子喜欢足球、参与足球，感受运动带来的激
情。通过比赛，挖掘优秀的后备人才，持续推动郑州市青
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让更多的优秀苗子涌现出来，让郑
州市校园足球水平继续稳步发展和提高。

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
羽毛球公开赛落幕

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578 名小将挥拍较高下

郑州市八人制足球
周末联赛激情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