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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常州创新提出全域
马拉松概念，打造“一区一

‘马’一特色”群众体育路跑赛
事品牌。

2014年，常州的第一场半
程马拉松的创办离不开李押
宝为首的常州竞赛人的努
力。“在2012年左右，全国就已
经刮起了马拉松的热潮。”李
押宝告诉记者，当时就特别想
在常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马
拉松。但当时马拉松在常州的
群众认可度并不像现在这么
高，这项运动介于极限运动和
全民健身运动之间，承办压力
非常大。“第一届西太湖马拉松
的主办方就是我们竞管中心和
武进区体育局。”李押宝坦言，
当时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如今“西马”已经十余年，早已
形成了成熟的办赛机制。

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是如
今常州全域马拉松比赛的最
大特点。专业赛事与群众赛事
的融合互动、竞技竞赛与群众
健身的协同推进，特别是通过
欢乐跑、鸿运跑的形式，“全民
健身”的理念被更广泛地传递
到群众中，各个年龄段、不同身
体素质的跑友都能积极参与。

常州始终没有停下高标准
打造“赛事名城”的脚步，精彩
万分的体育赛事继续相伴着龙
城市民。2024年常州举办省
级及以上体育赛事近70项次，
其中国际比赛7项次，全国比赛
30余项次，省级比赛20余项次。

从省运会到羽毛球大师赛，从西太湖马拉松再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20余年，
他见证常州体育赛事“ ”出“加速度”

9月22日，为期6天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
州顺利落幕，中国队收获4金2银。从2008年起，
常州市连续十年承办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创造了
国内在同一座城市连续举办世界羽联赛事的纪
录。这，离不开常州竞赛体育人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精神。

20多年来，常州市竞赛管理中心主任李押宝见
证了常州办赛水平的成长与飞跃，今年的中国羽毛
球公开赛是他正式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岗”。他说，
常州的体育赛事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亮点频现、逐
渐成熟的过程。常州赛事工作者们在“比、学、赶、
超”中蹚出了一条属于常州的特色办赛路线。

1964年9月，李押宝出生
于金坛花山乡。李押宝回忆，
在那个很难吃上一顿饱饭的
年代，家长依旧非常重视学
习。农村的学校师资力量非
常薄弱，尽管如此，他中考还
是考上了直溪中学。

与体育结缘也是在高中
阶段。根据当时的政策，文理
科可兼报体育，为了考上大
学，李押宝选择了这条其他同
学、家长都不太能接受的道
路。体育专项考试，李押宝选
择了体操，在此之前，他从未
接触过体操项目。报名之后，

在学校的单杠上，总能看到李
押宝的身影。“不会，就从头
学，只要肯练没有学不会的。”
凭着一股肯吃苦的劲儿，1983
年李押宝如愿考上了南京体
育学院。

“终于能吃饱饭了！”这是
李押宝上大学之后最大的感
叹，每个月40斤饭票、24元菜
票的补贴，让他看到了农村与
城市的差距，而自己与城市学
生学习上的差距也让他奋起
直追。学校周末放假，城市里
的学生都相约去看电影，李押
宝就在宿舍里学习，为了节省

来回路费，他一个学期就回一
次金坛。

1987年，常州市体育运动
学校刚刚成立，从南京体育学
院毕业的李押宝被分配到学
校当老师，负责体操的教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许多单
位尤其是中小学学校需要大
量人才。没有机会向上输送
的运动员在学校毕业之后被
分配到了常州的各个学校当
体育老师，李押宝在1987年到
2002年这16年学校任教期间，
就有将近100位学生在常州体
育教育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2008年，常州市奥体中心
建成，也是在同一年，2008年羽
毛球大师赛落户常州。常州作
为比赛举办地，因为培养出了
蒋燕皎和卢兰这两位中国羽毛
球队的“希望之星”，为比赛增
添了地方色彩和期待。此次比
赛不仅展示了常州的体育设施
水平，也借着北京奥运会的契
机，提升了赛事的影响力——
当时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
闭幕仅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
中国羽毛球队将以完整的阵容
出战，并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国
外著名的运动员参加，确保了
比赛的高水平和观赏性。

“当年选择将大师赛引进
落户常州，也是希望奥体中心
的体育场馆在举办完省运会之
后可以继续发挥价值。”作为奥
体中心建成之后承接的第一次
国际赛事，李押宝感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当时常州的办
赛团队经常去广州和上海“取
经”，体育总局的乒羽中心、中
国羽毛球协会的资深团队来常

指导时，大家也是“抓着”人家
不肯放，为的就是能多汲取一
些办赛“养分”。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常州
羽毛球运动的市场和发展潜力
实在是太大了。”李押宝直言，
在经历了前几年比赛的摸索与
探寻后，近些年来，组委会就有
了更多的精力将赛事进行整体
包装和推广。从大师赛到如今
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常州办
赛团队深耕本土羽毛球发展，
用时间沉淀出一套成熟的赛事
运营体系。

“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仅票务收入就达到1200余万
元，累计近3万余人次观赛，直
接带动消费超5000万元，间接
带动消费超1亿元。”李押宝告
诉记者，这些年，常州实现了“体
育+文旅”融合持续创造经济效
益的双向赋能新局面。央视直
播和各级各类媒体的聚焦，更让

“中国常州”频繁出现在全国乃
至全球视野，进一步提升了常州
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走向成熟，赛道“下沉”，“跑”出“加速度”

亮点渐现，“羽球热”激发巨大潜力成为老师，让体育事业在教育中传承

2002年，李押宝被调至常
州市体育局竞赛训练科，负责
运动员注册、统计运动员竞赛
成绩并为他们计算奖金。当
时的常州以举办市级体育比
赛为主，省级以上的体育比赛
很少举办。李押宝告诉记者，
一方面原因是运动员整体水
平不太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常
州的体育设施相对落后。

2003年，常州作出了申办
十七届省运会的决定，并连续
两年将申办十七届省运会写
进了市委、市政府工作报告。
2004年10月，常州正式向江
苏省体育局递交了承办十七
届省运会的申请。2006年 6
月15日，从申办大会上传来我
市获得了江苏省第十七届运
动会举办权的喜讯。“也正是
从筹办第十七届省运会开始，
常州的体育发生了重大变

化。”李押宝说。
首先是运动员的培养和

引进，时任常州市体育局副局
长孙永志经常把竞赛训练科
和各个运动学校训练科的工
作人员拉到一起，“盘算”各个
项目是否有冲金、冲牌的优
势，并把每个项目竞争性最强
的城市罗列下来。“别人引进
了优秀的苗子，我们也要紧跟
步伐。”李押宝说，运动员的培
育工作不是关起门闷着头就
能搞好的，得多学多看多比，
才能追赶甚至超越。“

2004年，为了更好地筹备
省运会，常州市竞赛管理中心
从竞赛训练科分离，挂靠体总
秘书处，正式成立了属于办赛
的机构。从制定筹备工作方
案和各项应急预案，确定内设
机构工作职责，到将工作任务
分解到各个区落实到人，刚成

立的竞赛管理中心虽然只有
三四个人，但他们眼前却是干
不完的活儿。

第十七届省运会是常州
市首次承办的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接待人数最多的大
型综合体育赛事。768名常
州健儿发扬“更高、更快、更
强”的体育精神，不畏强手，
顽强拼搏，创下参加历届省
运会以来最佳战绩，以 573
枚奖牌的成绩首次荣登省运
会奖牌榜首位。我市不仅初
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科
学、合理的竞技体育项目结
构，而且全面提高了全市大
型活动组织协调能力，为今
后承办大型活动积累了经
验。对于常州来说，这无疑
是一项重要的资产，有助于
其在未来承办更多的大型活
动和国际赛事。

从少到多，十七届省运会是常州的重大机遇

李押宝（右一）与运动员们的合影

第十七届江苏省运动会在常州举办 李押宝与获奖运动员合影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