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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马见证广州体育高质量发展

文/苏荇

从呱呱落地到成长蜕变、
羽翼丰满，仅仅三年时间，广马
已经在国内马拉松赛道上擦亮
了金字招牌，2013 年被评为中
国马拉松银牌赛事，2014 年被
评为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品
牌效应初显。接下来的五年，
组委会并没有停止向专业化、
国际化迈进的步伐。

2015 年，广马完成国内马
拉松“第一拍”，开创性地通过
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招商，经过
挂牌公告、公开征集意向合作
方、专家综合评审，最终择优选
定了市场开发和赛事运行服务
合作方，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过
产权交易所平台挂牌选定市场
开发和赛事运行服务合作方的
城市马拉松赛事，也是华南地
区首例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成功
运作的大型体育赛事。

那一年，广马参赛人数从2
万人增至 3 万人，按照国际田
联金标赛事特邀选手的标准，
邀请了46位高水平选手参赛，
在增设马拉松项目破赛会纪录
奖的刺激下，来自埃塞俄比亚

的森塔也胡·摩格·伊基古以 2
小时 09 分 57 秒的成绩成功获
得额外奖励的 1万美元。彼时
广马在办赛上也更为专业，首
次提供即时成绩短信通知服
务，并提供枪声成绩、净成绩、
分段成绩和排名。官方配速
员、广马宝贝、医师跑者团队首
次“上线”。

2016 年，广马全部项目报
名人数首次突破十万人，广马
获得国际田联铜标赛事称号。
2017 年，迷你马拉松项目被分
离出广马，赛事起点调整到更
开阔的天河体育中心处。虽然
总报名人数下降为 71965 人，
但马拉松 18000 人，半程马拉
松 12000 人，反映这项赛事在
持续向专业化道路前行。同
年，广马被国际田联评为银标
赛事。

此 后 广 马 迎 来 丰 收 期 ，
2018年荣膺国际田联金标赛事
称号，正式晋升国内“双金”赛
事、2018-2020 年连续三年蝉
联国际田联金标赛事、入选

“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活动、

获评中国马拉松最具传播影
响力赛事，成为国内发展最迅
猛、最具成长性的马拉松赛
事。广马、北马和上马被不少
国内跑者誉为“人生必跑的三
场马拉松”。广马成为展示广
州形象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
靓丽城市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全球体育赛事一度按下暂停
键，但广马在周密安排、科学
施策的前提下顺利开赛，成为
当时疫情后全球最大规模的
马拉松赛事，如当届广马宣传
大使钟南山院士所说，此举展
示出广州这座城市的勇气和
担当。

2023 年广马跑进十周年，
首次发布了赛事吉祥物“马拉
羔”，超过 14 万人报名也再次
刷新历届广马报名人数纪录。

2024年广马取消半程马拉
松项目，报名总人数虽然相比
2023年的140846人有所下降，
但依然突破十万关口，显示广
马正在朝着专业马拉松赛事的
目标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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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广州马拉松日
前公布了抽签名单，2.6 万
名跑者将在 12 月携手广马
跑进第十一年。从 2012 年
创办，到迈进第十一届比
赛，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
广马不但成为国内外知名
的“双金”赛事，更融入广
州体育发展的血脉，成为广
州人体育文化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这项赛事以“城市为舞
台”，见证了广州体育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广州
向世界展示其体育精神和
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

成熟：屡获殊荣，向专业化、国际化迈进

广州市
体育局

2012 年 1月 16日，广州市
体育局提请广州市人民政府，
拟将马拉松赛作为 2012 年一
项重点品牌赛事进行培育，打
造以广州命名并永久落户的马
拉松比赛。在得到广州市人民
政府复函同意后，第一届广马
在 2012 年 11 月 18 日鸣枪开
跑。这项赛事刚诞生便创下当
时国内城市马拉松赛的报名速
度纪录，9 月 16 日零时启动官
网报名，仅用 116 个小时就报
满4个项目（全程马拉松、半程
马拉松、10 公里、迷你马拉松）
2万个参赛名额。

举办一场大型的城市马拉

松赛事，看似只有半天的比赛，
实际是对政府城市管理、公共
安全、应急管理能力的一大考
验。第一届广马涉及的政府职
能部门多达九个，赛事组委会
下设办公室、竞赛部、交通安保
部、宣传媒体部、赛事服务部、
市场推广部、医疗保障部、志愿
者部、财务与监察部，各部门分
别制定运行计划并通力合作，
力保赛事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届广马参赛者中七成
以上是广州人，能够完成全程
和半程马拉松的人数分别只有
1833人和1950人，但到了第二
届，这一数据便大幅上升至
2491人和2789人，可见路跑文

化在这座城市迅速升温，进而
辐射到周边城市。

第三年，组委会提前预判
了广马参赛名额抢手程度“火
爆”的情况，及时更改了报名流
程，首次采取了先报名后抽签
决定名额的方式决定最终跑手
名单，避免了选手集体抢名额
和网络崩溃的尴尬。这一年，
虽然总参赛名额保持2万人不
变，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参赛
名额分别增加至5000人。

在办赛上，组委会经验也
越来越足，连续三年不断优化
赛道。

第一届比赛线路虽然涵盖
了广州城市主要景点，但相当
一部分占用东风路、黄埔大道
等交通要道，让广州交通一度
吃紧。第二届广马改为“滨水

赛道”，主要沿珠江两岸道路进
行，按当时赛事组委会说法，

“既降低了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也进一步展现了珠江两岸最具
岭南特色、最具时尚气息的名
胜美景和文化风情”。

2014 年广马进一步做出
赛道微调，全马冲刺阶段改跑
二沙岛和海心沙之间的连接
桥，经海心沙返回花城广场，目
的是最大限度避免广州大桥长
时间受马拉松比赛影响。在办
赛上，广马全国首创心血管专家
骑行移动医疗救护队，每1公里
安排一名移动骑行救护员，携带
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装备，在赛道
上巡回检查，保证接到呼救3-
4 分钟内第一时间赶到，实施
抢救。这一举措后来被国内不
少大型马拉松赛效仿。

初创：短短三年，马拉松“新秀”快速成长

跑进第十一个年头的广州
马拉松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并兼具专业、温度与关怀，
力求为跑者提供最完善的赛事
体验。赛事的持续举办，也为
赛事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为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十几年间广马的诞生、发
展，也激发了市民对健康生活
方式的追求，促进了全民健身
运动的普及。如今跑步成为广
州市民健身的首选方式之一。
广州市政府也趁势加大了对公
共体育设施的投入，如绿道网络

的规划和建设，更多公园跑道和
体育活动中心的规划，为市民提
供了更多的运动空间和场所。

与此同时，广马经过十一
年培育，已不仅仅是一场体育
赛事，更成为推动体育产业、体
育旅游、体育经济等相关产业
链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
广马每年为广州带来的直接经
济效益数以亿计。

广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
与波士顿、纽约、东京等世界六
大满贯赛事对接、交流，吸引了
来自全球的跑者，通过赛事的
国际传播，广州的城市形象得

到了显著提升，增强了城市的
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展
示广州城市活力和文化魅力的
重要窗口。广州也通过办赛，
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如今，“超越自我、勇于担
当、温暖温情、务实创新、专业
专注”的广马精神已经成为广
州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未来广马
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
精神、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促进城市品牌、赛事品牌深度
结合以及体育高质量发展上，将
持续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未来：为全民健身、城市经济、产业、文化赋能

迈入第十一个年头的广州马拉松已经融入广州体育发展的血脉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经济新闻部主编
责编李卉 / 美编 温亮 / 校对 刘媛元

A13

闲地引活水闲地引活水，，小田变大田小田变大田：：

广东蹚出国土空间治理“新路子”
文/图 董鹏程 李璐

在充满现代感与科技感的广州市
黄埔区知识城，“隐居”着一个延绵近
300 年的静谧村落——迳下村。走进
迳下村，只见田园丘陵与溪流灌渠阡
陌纵横，伴着水岸融合的田园风光，一
场未来乡村建设的革新正在进行。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突破
口，迳下村充分发挥科创田园优势，依
托“乡村振兴+科创田园+生态农旅”的
整治和建设路径，聚力打造广东首个
集“科创、田园、山水、零碳”要素于一
体的“未来乡村”。

今年，迳下村迎来一个好消息：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带来了乡村农宅
的“焕然一新”——广州黄埔区迳下未
来乡村新型农宅样板房项目竣工，村
民即将住上搭配智慧家居系统的智能

绿色新居。
走进迳下村的新型农宅，全屋装

有“集成家居”“全屋智能”和“光储直
柔”等先进系统，实现了建筑的超低能
耗，不仅提升了乡村整体风貌，也方便
了乡村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让村
民住上更标准、更智慧、更宜居的房
子。

土地整备，激活了迳下村乡村振
兴的一池春水，迳下村通过集中整合
划定耕地集中整治片区 1800 亩，统一
流转集体土地1000亩，建设“种植试验
田”、植物工厂等新型农业项目，以科
技创新提升农业发展经济效益，增加
村民收入，打造智慧农业标杆。“迳下
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平台。我们看重迳下村的潜力，看到

了通过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研学团建
等多元化业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
性。”知识城农发集团农业发展部高级
主管封荣婷告诉记者，自2020年起，该
集团开始建设迳下村，现已建成惠农
中心、美食街、院士谷等景点，开设餐
饮、民宿、会务类板块，并创新开发奇
趣营、马术、共享农场等休闲娱乐业
态，已累计举办 200场文旅活动，总接
待游客达 60 万人次，提供了近 300 人
的就业岗位。

迳下村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
纲，探索出一条“小调整”撬动“大价
值”的创新之路，通过空间腾挪释放形
成 2100 亩连片产业发展空间，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提供空间载体。此外，探
索“飞地抱团”，导入颠覆性技术创新
中心、黄埔创新学院等机构，构建培育
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园区，以“产城村
融合“推动产业集聚增效，形成连片产
业发展空间。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让迳下村焕发
了新生机，通过规划编制，打造特色

“粤美乡村”；通过“小块并大块”，实现
乡村空间重构；通过探索新型村企合作
模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经过整治，
迳下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实
现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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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耕地数量、释放发展空
间、优化生态空间、提升乡村风貌
……随着广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的推进，一场由自然资源要
素带动的蝶变，正在南粤大地悄
然上演。

土地一新，万象更新。一直
以来，广东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作为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
集成式改革，实现多元化目标，推
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经过整
治，土地“醒”了，乡村“活”了，村
民“乐”了……如今在广东，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正成为改革创新的

“综合试验场”，成为自然资源领
域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
发展的“金钥匙”。

“小财政”撬动“大资本”：鳌头镇的“变形记”

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

走进广州从化鳌头镇，连
绵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尽头，一
片片农田整齐地向远处铺开，
这里就是万亩良田示范项目基
地。然而就在前几年，这里还
遍布“零散地”“非粮地”，土地
利用效率较低。

2021 年，广州市从化区成
为全国唯一以县域为单元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国家级试
点。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鳌头镇将土地陆续流转并引入
智慧农业，实现了从“抛荒地”
到“万亩良田”的巨变。

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从化区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实施鳌头万亩良田示范
项目过程中，该单位按照“田块
相连、沟渠相通、配套完善”的
原则，配套万亩良田示范项目
田间道路建设19.8495千米、沟
渠建设 71.982 千米，将耕地质
量由 5.2 等提升到 5.0 等，让更
多“粮田”变“良田”。并在已有
的整治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
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引入农
业种植大户对鳌头万亩良田项
目进行整体流转承包经营，强
化“小田并大田”，实现机械化、
规模化、集约化的绿色高效现
代农业生产方式。

通过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与乡村振兴发展相结合，鳌头
镇万亩良田示范片区共完成约
7000 亩土地流转与约 6600 亩
农田主要整治工序，盘活利用
龙潭旧镇墟沿街百余栋旧厂旧
屋的闲置低效建设用地资源，
引入越秀集团风行田园综合体
产业项目，打造集游景点、住民
宿、品美食、购特产、享体验于
一体的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
区。

为提高自我“造血”能力，
鳌头镇以“小财政”撬动社会

“大资本”。万亩良田示范片区
依托政府财政资金3000万元，
申请 6.7 亿元专项债用于工程
费用，并吸引越秀集团投资约
8 亿元、区属国企投资约 3800
万元，预计每年可实现村民租
金收入约0.1亿元，带动项目区
域村集体年平均增收 15 万元
以上。目前，该片区已至少带
动就业人数共 256 人，其中当
地就业人数78人。

不论是迳下村的未来乡
村，还是鳌头镇的万亩良田，都
是广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缩
影。广东自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工作以来，各类自然资源
要素正被激活，一条以“高位部
署、项目为王、集成改革、多元
筹资”为主线的国土空间治理
广东路径愈发清晰。截至目
前，除42个国家和省全域土地
整治试点外，广东全省已批准
47个新申报项目，今年计划开
工子项目1258个，实施农用地
整理 40 万亩，建设用地整理
6.4万亩，总投资超千亿元。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广东即将出台
1个指导意见、1个实施方案及
耕地恢复、增减挂钩、拆旧复垦
等N项支持政策，构建“1+1+N”
政策体系，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平台作用，支持各地因地制宜
推进“3+X”整治工作（“3”即农
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整
理，“X”由各地自选主题），打造
特色亮点，实现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安全等多元目标。

可以预见的是，通过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广东将进
一步加快形成良田集中连片、
村庄布局优化、产业集聚发展、
生态健康优美的土地保护利用
新格局，高质量发展蓝图即将
变成“富县强镇兴村”实景图。

“小调整”撬动“大价值”：迳下村打造广东首个“未来乡村”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万亩良田示范项目

广州市黄埔区龙湖街道迳下良田
整治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