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欧洲杯，迎来奥运会，2016 年注
定是体育赛事的大年。如今，国内体育迷
对体育的热情，已经不必像过去那样只能
在电视机前释放。因为，全民健身的“大
年”也来了。

伴随着里约奥运会的步伐，8 月 8 日，
我国将迎来第八个全民健身日。年内，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等重磅文件的相继出
台，都把全民健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全民健身，正成为群众生活中的热
门话题。

占领运动封面

6 月 26 日，热爱运动的吉林女孩刘晶
参加了人生的首次马拉松长跑——就在
自己的家乡松花江畔。同样，这也是这座
东北小城首次举办国际性的马拉松比赛。

不仅是吉林市，得益于赛事审批的取
消，近一年来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二三线
城 市 都 实 现 了 举 办 马 拉 松 赛 事“ 零 ”的
突破。

一系列体育赛事的井喷式发展，无疑
激发了全民健身的热情。根据国家体育
总局统计，今年已列入计划的马拉松比赛
将超过 800 场，远超去年全年的 200 场左
右，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国内跑友的需求。
比如，拥有悠久历史的北京马拉松今年提
高了报名门槛，要求报名者至少要在过去
一年半内完成过半马比赛，但仍有 66576
人完成预报名，刷新国内全程马拉松的新
纪录。这 6 万余人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成
为中签的幸运儿。

当体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健身
也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大爷们去公
园遛弯，大妈们在社区跳广场舞，跑友们
享受“占领”微信运动封面的感觉，“白领”
下班后相约踢场球或者跳个肚皮舞⋯⋯
这些零散的场景，折射出国人日益热爱运
动的趋势。

“以往，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医疗、
轻运动’的观念。在吃得越来越好、‘宅’
得越来越深的当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居高不下，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容易引发
亚健康和心理疾病。持续的锻炼不仅能
改善身体的内平衡，而且能调情绪、减压
力、强意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
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
为，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全民健身
—全民健康—全面小康已经构成一个完
整的逻辑链。

“相关统计显示，在运动健身中多投
入 1 元钱，就可以在医疗中减少 7 到 8 元的
投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表示，引领
广大群众把以健身来促保健、以健身来促
健康的理念更牢固地树立起来，就会大大
推动全民健身。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明
确，到 2020 年，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
锻炼的人数将达到 7 亿人，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人。随着群众性
体育活动的持续增加，可以预见的是，在
新时期，各级政府将对全民健身事业投入

更多资金，投入更大精力，老百姓也会从
中得到更大实惠。

不止强身健体

今年 8 月下旬，首届亚洲沙滩足球锦
标赛将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拉开
大幕，这让不少人觉得惊讶：沙滩足球是
一项海滨运动，为什么在内陆举行？但作
为主办方的鄂尔多斯却觉得，一切都顺理
成章。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希
望通过举办亚洲沙滩足球锦标赛，为旅游
文化资源注入附加值。试想，当游客一边
品尝着醇香的牛羊肉和美味的蒙古奶茶、
一边欣赏原汁原味的沙滩足球表演，那种
感觉自然比单纯在海滨美妙得多。

如今，不少城市已经在思索如何把体
育健身与城市定位融合发展。“上个周期，
我们把全民健身更多理解和定位在体育
系统、体育行为，这个周期将更多地理解
为社会范畴。因此推动全民健身的方式
也要通过融合发展——体育和医疗、卫
生、旅游、教育、文化的融合发展。”国家体
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刘国永说。

对于个人来说，健身的结果除了锻炼
身体，还能够增进社交，改变消费结构，甚
至是形成新的生活理念。如今，不少企业
也开始鼓励员工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项目，
用运动精神带动企业文化。

“全民健身为激活体育消费、发展体
育产业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鲍明晓指
出，目前，以徒步、登山、路跑、骑行、游泳、

乒羽、足球、篮球、冰雪运动为代表的各类
大众性运动健身项目空前火爆，极大地带
动健身休闲、体育培训、体育场馆运营、体
育赛事服务、体育服装鞋帽、体育器材装
备制造以及运动智能软硬件开发，这为体
育产业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

此外，随着全民健身计划广泛持续开
展，未来体育产业的消费和投资空间不断
被打开，围绕全民健身的技能培训、赛事
组织、场馆运营、运动伤病防治、运动营养
品开发、运动社交平台运营、运动 APP 和
智能可穿戴设备研发的创新创业机会不
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体育健身
类 APP，在苹果和安卓两大应用商店就高
达 200 多个。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体育消费总规
模 达 到 1.5 万 亿 元 ，相 当 于 GDP 总 量 的
1.5%左右，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消
费市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
钢说。

紧跟冬奥脚步

北京蓝色港湾一家滑冰俱乐部里，孩
子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训练。6
岁的女孩桃桃已经在这里练习花样滑冰
一年。桃桃妈妈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
以来，身边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把花样滑
冰、冰球等冬季项目当作孩子的兴趣来培
养。冰雪运动的认知度和普及度在北京
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可供选择的专
业滑冰场所也越来越多。冬奥会申办成

功，给我国冬季体育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也给全民健身的发展开辟
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

作为“十三五”时期群众体育运动的
行动指南，国家“十三五”规划首次明确提
出让全民健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国家名片”。不过，未来五年，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
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支持培育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仍需完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胡鞍钢看来，规划专设了全民健身
重大项目，包括加强体质测试与健身指导
服务、推动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建设、
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乡镇常住人口全覆盖
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等内容。特
别是“两个全覆盖”，核心是 40%以上农村
人口“全覆盖”，这是“全民健身”的真正含
义和重中之重。

“要完成这一目标，首先要完成好核
心指标。一是为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服务，
二是居民特别是学生的体质合格率，三是
把满意度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核心指
标。”胡鞍钢说。

全 民 健 身 迎“ 大 年 ”

在风景秀丽的大连旅顺黄金山海岸上，有一
个以潜艇为主题的博物馆，这里不仅陈列着游客
平日里很难见到的潜艇实物，还是个凭栏观海的
好去处。这就是大连旅顺潜艇博物馆。

从大连市区出发，沿市区南侧海岸线一路向
西，便可抵达大连著名景区黄金山。在黄金山脚
下的海岸上，便坐落着这个“亚洲最大、中国第一”
的潜艇博物馆。

走进这个国内第一个以展示潜艇文化为主
题的专业博物馆，游客可直奔实物展馆，观摩这
里的“镇馆之宝”——33型潜艇。作为博物馆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艘潜艇曾是人民海军潜艇部
队常规潜艇的主力艇型，主要用于巡逻警戒。据
讲解员介绍，该艇是我国自行研制，由武汉造船
厂建造的第一代国产常规潜艇，最大下潜深度
300米，水上航速15.2节，水下最大航速13节，最
大续航力 1.4万海里，最大自给力 60昼夜，艇员
编制60至70人。该艇于1982年下水，编入海军
旅顺潜艇部队序列，在旅顺口服役20多年，多次
执行战备巡逻、重大演习和远航侦察等战备任
务。该艇于 2006 年光荣退役，被命名为“旅顺
口”号。目前，这种潜艇已经停止建造。

进入这艘潜艇内部参观，是许多前来参观游
客的兴趣所在。这艘潜艇由七个舱室组成，第一
舱室也叫艇首鱼雷发射舱。潜艇上共装有 8 具
鱼雷发射管，艇首 6个，艇尾 2个，通常可携带鱼
雷 14 枚，其中艇首 12 枚，艇尾 2 枚。鱼雷射程
13千米，最大发射深度为100米，同时还可携带
28 枚水雷和深水炸弹。第二舱室下部是装有
224块电池的蓄电池室，上部为潜艇的会议室和
指挥员休息室。分别设有艇长室、政委室、机电
长室和无线电室。会议室的长条桌，在紧急时
可作为艇上的手术急救室。第三舱室是潜艇作
战指挥的中心。左舷设有雷达室、海图室、声呐
室和动力电站，右舷装有方向舵、升降舵、潜浮
操纵站、均衡操纵站和鱼雷攻击指挥仪。中间
有两部潜望镜，一个是对海指挥潜望镜，一个是
对空观察潜望镜。官兵们把潜望镜和雷达比作
是潜艇的眼睛，把声呐和报务比作是潜艇的
耳朵。

在第四、五、六、七舱室，还可参观潜艇厨房、
士官住舱、柴油机舱、主电机舱、卫生间等设施。
许多游客在参观这艘潜艇后都大呼过瘾。笔者
在这里遇到一位大连的军事爱好者，他说：“平时
我们都在网站上聊些和潜艇相关话题，但大都没
见过真实的潜艇，这里的展览真是棒极了。”

对于曾经在这里服役的官兵来说，当时这艘
老式潜艇工作和生活环境比较艰苦。“我们的潜
艇官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他们冒
着50多摄氏度的高温和多种有害气体，在缺氧、
缺水和与世隔绝的狭窄的舱室里，为了国家的安
全和人民的幸福，奉献了青春、汗水乃至生命。
我们每一位朋友们都不要忘记他们。”听着讲解
员的解说，参观者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参观完33型国产退役潜艇，还有8500平方
米的潜艇文化展示大楼，以及两个360度、270度
大型潜艇巡航模拟馆供游客游览体验。

潜艇巡航模拟是该馆“体验式”参观的另一
特色项目，这里让你有身在潜艇工作生活的真
实感觉。该馆是目前国内首个潜艇巡航模拟
馆，采用的全套高科技电子系统，是大连海事大
学研发的最新航海模拟科研成果。登上模拟
艇，犹如乘坐真实潜艇，从旅顺军港起航，在浩
瀚的大海中历经各种艰险，水面下，体会官兵们
在水下作战生活的感觉，水面上，体验起航和归
航的感受。

热爱生活，热爱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这是许多走出旅顺潜艇博物馆参
观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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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探秘

□ 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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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秉志

代 入 才 能 有 共 鸣
□ 梁剑箫

在电影行业里，“术业有

专攻”的法则应区分得更加

清晰、更为专门化才是

电影暑期档已经过半。虽然排片不少，

票房却出奇地“冷”。数据显示，7月票房同比

去年减少了近 10 亿元，备受期待的票房“黑

马”也未出现。高票房电影是否有规律可

循？投资方如何找准观众的情感脉搏？我认

为，代入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何谓代入？每位受众虽为独一无二之

个体，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人生阅世各具差

异，有些共同的东西却以扎堆形式存在。譬

如“50后”“60后”对上世纪 80年代那独树一

帜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氛围的怀旧，“80

后”的《变形金刚》《忍者神龟》《圣斗士》情结，

老知青对当年岁月蹉跎的感念，等等。电影

投资方选择影片是否有必要投资时，首先就

是看该影片内容能否将观影特定群体成功代

入，引发对方灵魂的共鸣与触动，使其看电影

时自然而然“走进那个故事，跟剧中人物同喜

同悲同乐同怨”。

先看成功案例。2013 年上映的爱情文

艺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通过回溯上

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与爱情，将那个特

殊年代独有的晦涩青春再现得淋漓尽致。电

影中，陈孝正和郑微的爱情令在那个年代上

过大学的很多人产生无比强烈的共鸣。他们

在观影过程中会受到剧中人事的触动，想起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故事和记忆，这也是同类

型电影的最大魅力和神秘所在。或许，陈孝

正的人物形象就是屏幕前某位观众心中曾经

的那个初恋，郑微的靓丽活泼就是现实当中

的某个她。此外，该影片节奏舒缓，故事动情

而不矫情，戏剧结构虽简单而不失值得回味

的反思，代入性算是恰到好处。

相反，2012年全国公映的电影《一九四二》

则成为投资方忽视代入感而失败的典型案

例。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

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发生在我国河南地

区的一场旱灾，由此反映了社会各个层面面对

灾难时的状态，彰显出灾难之下人性痛苦的拷

问和挣扎，可谓是部悲剧色彩浓厚的作品。然

而，它却没能通过影像表现出朱光潜所言的

“悲剧快感”，而且恰逢另两部截然相反风格的

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人再囧途之泰

囧》几乎同期上映，结果历史悲情遇上未来幻

想和当代笑点，注定以惨淡业绩告终，无法完

成票房收入必须至少超过原始投资2.5倍至3

倍才能盈利的目标。

细细分析，《一九四二》是很难产生代入

感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物性格和情节架构

都尚可，主题和基调却很难切入观众内心，过

于写实，产生不了共鸣点和起爆点。经历过当

年饥荒的人如今都已是古稀之年，并非电影院

主要受众群体，因此就算真的存在代入因素，

也找不到用武之处。其实，这部电影是表现手

法出了问题，它想以艺术电影之魂占据商业电

影一席之地，选错了舞台，败走麦城也在情理

之中。商业电影的类型化已成定式，倘若投资

方不按照类型化概念操作，总想另辟蹊径，剑

走偏锋，很容易弄成四不像局面。

灾难或悲剧内容的影片如果想获得院

线方面成功，只有走《后天》《2012》这种幻

想类大片的路线。这种大片由于含有大量

幻想性元素，可以为受众提供丰富的代入

感，使他们身临其境，在 3D 的视觉震撼中

如乘过山车般“爽”一把。因此，灾难表现

的内容也相当重要，观众能从地震、火山爆

发、海啸等外在自然灾害中获得悲剧快感，

对于饥饿这类直逼内心苦痛的灾难可能会

反应迟钝甚至排斥。可见，电影表现主题

的选择也是门学问，需要认真考究，否则就

算写出能与《美狄亚》《俄狄浦斯王》比肩的

作品，如果不在表现手法上与时俱进，恐怕

就要考虑换个呈现舞台（话剧或音乐剧），

或者走类似贾樟柯那样的道路，瞄准国际

大奖，不要考虑国内院线票房。在电影行

业里，“术业有专攻”的法则应区分得更加

清晰、更为专门化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