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各类体育赛事
在多个城市密集举办。 世界一
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大奖赛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发车，比赛
期间， 超过 20 万人次观众到
现场观赛；长三角体育嘉年华
越野半程马拉松、2024 亳州马
拉松等路跑赛事，吸引众多跑
步爱好者参赛……火热赛事，
有助于拉动经济发展，增强城
市活力。

一组数据能够有力说明赛
事的带动效应。 成都大运会期
间，成都住宿业、餐饮业销售收
入分别增长 57%、42.3%；在“村
BA” 等赛事带动下，2023 年贵
州台江旅游综合收入达 84.64
亿元， 同比增长 94.66%；2024
年无锡马拉松带动经济效益达
28336.6万元。 对于一个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而言， 大型体育
赛事的带动作用是多方面、多
维度的， 能给举办地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赛
前、赛中、赛后多个环节发挥赛
事的带动效应， 将为城市打开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赛事是认识城市的一扇窗
口。 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美誉
度，不仅要成功办赛，还要办出
水平、办出特色。 场地、设备、交
通、医疗……近年来，各地大小
赛事中，配套设施向优向好，赢
得广大运动员和观众的好评。

在此基础上，不少城市突出办赛
创意，让赛事成为展示城市风采
的平台。比如，北京冬奥会期间，
坡面障碍技巧的“雪长城”赛道
令人耳目一新，烽火台、角楼、瞭
望塔等造型，让观众既可以感受
体育竞技之美，又能品味中式美
学之韵。 又如，苏州马拉松赛道
连接寒山寺、阊门、山塘街、平江
路等景点， 选手在参赛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苏州的古韵今风，城
市也借助电视直播宣介了特色
人文景观。 从实践来看，因地制
宜，将城市特色元素融入赛事各
个环节， 不仅能擦亮城市名片，
更能提高赛事的吸引力、 观赏
性，实现城市与赛事更好相融。

体育赛事不仅与体育用品
产业息息相关，也与餐饮、住宿、
旅游等诸多产业紧密相连。发挥
好体育赛事的带动效应，不妨在
丰富消费供给上下功夫，在创新
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前段时间在
贵州榕江拉开帷幕的 2024 年第
二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将比赛
主要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当地
还精心准备了音乐烟花秀、侗族
歌舞、特色美食等，让观众可以
兼顾观赛和旅行。 2023 年“村
超”举办期间，榕江累计
吸引游客 519 万人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59.86 亿元。 这启示我
们，更好释放赛事红利，

应延长赛事链条，打造多元场景，
才能吸引更多人从“参加一场赛”
转向“玩遍一座城”。

赛事落幕后， 如何延续赛
事活动带来的“流量”，进而将
其转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增
量”，是每个城市都需要思考的
问题。 以浙江为例，杭州亚运会
结束后， 有的地方改造比赛场
馆， 向市民开放， 助力全民健
身； 有的结合旅游项目和节庆
活动， 举办山地自行车赛等赛
事， 带动当地民宿发展和农特
产品消费； 还有的开发具有地
方特色的群众性赛事， 吸引更
多游客。做好“赛事 +”的文章，推
动“赛事 +旅游”“赛事 + 文创”

“赛事 + 商贸”等融合发展，方能
有效延续体育赛事的热度， 在促
进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的同
时，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
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
新的消费增长点。 以赛营城，让
城市服务赛事需要， 让赛事助
力城市发展，更澎湃的发展动能
将在城市与赛事的“双向奔赴”中
不断积蓄。 ①2

让体育赛事添彩城市发展
□尹双红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问世间吃为何物， 直教人以身材
相许。

●觉得自己做得到和真正做到，中间就
差一口气的距离。

●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 因为脚在走，
心不变。 你为什么不能圆梦？ 因为心不定，
脚不动。

●大部分人评判成功只有两个标准：小
时候的分数和长大后的钱数。

●因奋斗而精彩，因精彩而懂得，因懂
得而睿智。 因伤痛而坚强， 因坚强而洒脱，
因洒脱而轻松。 因沧桑而厚重，因厚重而感
恩，因感恩而无悔。 因放弃而拥有，因拥有
而充实，因充实而成长。

●人生最可怕的事， 是一边后悔一
边生活。

●青春带来无缘无故的微笑，这是它最
主要的魅力之一。

●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做， 我们的身份
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

●心灵的纯净是人生永不干枯的
关键 。

●创造风景永远比寻找风景更有
乐趣 。

●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拥有
的看得太轻，把得不到的看得太重。

●世界上有两种人： 索取者和给予
者。 前者也许能吃得更好，但后者绝对能
睡得更香。

●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
●爱若无法抚慰彼此，便不过是喜欢

而已。
●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好，而是我们对

故事的要求太多。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阳

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有些事，想多了头疼，想通了心疼。
●生活就像咖啡，平淡时加点糖就会

变得甜蜜。
●如果你是对的， 没必要发脾气；如

果你是错的，没资格发脾气。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在这个怀疑一切的时代，我们依然

需要信仰。
●学着做你自己，并优雅地放手所有

不属于你的东西。
●性情的修养，不是为了别人，而是

为自己增强生活能力。
●没有什么能一下拯救你，就像没有

什么能一下打垮你。
●当你走上不一样的路，你就要经历

和别人不一样的风景。
●因少欲而知足， 因知足而祥和，因

祥和而成熟。
●人就是这么矛盾， 总是希望被理

解，却又害怕被别人看穿。
●我们就像活在自己的谎言里，一直

明白，却不愿意妥协。
●离别时，不要太伤心，有些事注定

如期而至，也一定会如期而去。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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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版协会发布的《2023 年度
中国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 显示，2023 年我
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5.7
亿，同比增长 7.53%，数字阅
读用户规模占网民规模的比
例首次超过 50%。

根据《报告》数据，2023 年
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
规模达 567.02 亿元，同比增长
22.33%，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增
速。 大众阅读、有声阅读、专
业阅读三大细分市场均平稳
有序同步提升， 仍是产业发
展的主导力量； 从作品数量
来看，2023 年中国数字阅读
平台上架作品总量近 6000
万部，网络文学、电子书以及
其他类型的作品量均有所增
长。 可以看到，“一屏万卷”的
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覆盖群体

不断扩大， 正深刻改变人们的
生活， 成为助力全民阅读的重
要支点与深入推进书香社会建
设的助推器。

数字阅读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政策制度的大力支持。“深
化全民阅读活动” 被写入党的
二十大报告。自 2014 年起，“全
民阅读”连续 11 年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 近年来，一系列
政策举措的出台与落实， 为数
字阅读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有效促进了优质内容的
数字化传播。 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建设不断完善， 在丰富数字
阅读资源的同时为版权保护保
驾护航， 为行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夯实了基础。

当前， 数字阅读行业的市
场主体更加关注数字技术的应
用与创新，推出“元宇宙书房”、
沉浸式虚实互动剧本玩法、“知

识带货” 主播推荐图书
等数实融合产品， 带来
平台内容的丰富、 阅读
体验的提升、 文化业态
的整合， 为数字阅读发

展提供了深层动力。 顺应当下
数字阅读新趋势， 不少传统图
书馆纷纷踏上转型之路： 在线
下为读者提供数字阅读设备专
区， 人们不仅可以进入馆内借
阅系统， 还可以阅读最新期刊
内容；在线上则发力搭建便于读
者获取数字资源的接口，包含电
子书报刊、有声读物、专题阅读
等，让读者获取内容更方便。

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
“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
具。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
性的养料。 而阅读，则正是这种
养料。 ”随着时代的变化，阅读
书籍的形式也许千变万化，但
启迪思想、 滋养心灵的作用始
终一以贯之。 未来，我们期待市
场秩序不断规范、 内容供给日
益丰富、不同业态有机融通，在
全社会加快形成全方位传播、
全场景阅读、 全产业链构建的
阅读新风尚， 让有广度、 有深
度、 高质量的数字阅读无处不
在， 让高质量数字阅读更多点
亮人们的生活、 更好丰盈人们
的精神世界。 ①2

数字阅读点亮美好生活
□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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