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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利于群众健身受益的原则去开展
活动，大力发展“体育+”，坚持常抓不懈，让体
育赛事成为地方文体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推出体育消费资源整合平台，
将有开发需求的赛事资源开放给市
场，鼓励双方自主洽谈交易。

建立“赛前培训+赛中服务+赛后
转化”运营机制，全方位为垂钓爱好者
提供优质服务。

库智智

赛事经济
如何撬动消费新格局

本报记者 皇甫世俊 整理

微言

围绕企业需求
培养高素质人才

周志翔

“我们有10余家企业提供夫妻房、家庭房等生
活保障，尤其青睐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等专业的
毕业生加入。”企业代表纷纷亮出“需求清单”。近
日，广东省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TCL王牌电
器（惠州）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联合6家人力资源
机构，走进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职业技术
学院和银川能源学院，开展东西部校企对接活动，
为宁夏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也为惠州市企业
破解用工难题。

又到一年毕业季，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亟待更
精准的措施。广东等沿海省份制造业发达，企业面
临人才短缺的困境，难以找到契合岗位需求的专业
人才；学校则苦于学生就业渠道不畅，培养的人才
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在此形势下，推动外省（区、
市）优质企业与本地学校精准对接，成为促进就业、
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

精准对接是满足企业人才需求的有效选择。
传统的人才招聘模式往往难以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导致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等成本筛选人才，仍可
能找不到合适人选。通过与学校精准对接，企业可
以降低招聘人才的成本，完成岗位的持续“输血”，
这是制造型企业的内在诉求。企校对接活动深入
开展，企业完全可以提前介入人才培养过程，参与
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环节，将实际需求融入教学
内容，使学生所学知识与岗位需求无缝对接，助力
企业获得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精准对接也是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举措。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其培养目标应与
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宁夏的职业院校更应该主动
对接行业前沿，把握市场动态和企业需求。只有常
态化地与企业精准对接，学校才能了解企业的用人
标准和行业发展趋势，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
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此培养的人才可为企
业所用，学校本身的发展也能更有后劲。

职业教育目的是为社会和企业培养人才，宁夏
与广东虽相隔千里，但校企之间的人才供需是匹配
的，应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
作领域，实现企业、学校和学生的多方共赢。

市民互动

金河乳业跨界
奶茶首店启幕

本报记者刘薇整理

6月14日，宁夏金河乳业有限公司打造的现制奶
饮品牌“山下有牛”首店在阅彩城开业。店内销售现
打鲜奶、酸奶制品、厚乳雪糕等产品，人均消费20元左
右。在门店设计与品牌文化融合方面，“山下有牛”突
破传统饮品边界，将贺兰山岩画等地域文化符号融
入产品设计与空间体验，以“优质奶源体验+创意产
品消费+地域文化感知”构建立体消费场景，实现特
色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传播的双向赋能。

一杯融合宁夏特色食材的创意奶饮，是金河乳
业“创新+”战略的关键落子，也是宁夏奶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破题之作。

@银川锐评

除了金河乳业的“山下有牛”，还有宁夏首家枸
杞主题茶饮店“杞大叔De茶”，中宁枸杞原浆铺子
更玩出咖啡、豆浆新花样，品牌价值200亿的枸杞摇
身一变成年轻人手里的时尚单品……这些藏着“宁
夏味”的小店，已经成为本土饮品新势力，它们跨界
联动，把咱们的特色产业悄悄变成舌尖密码！政府
和商圈联手搞“首店孵化”，让“山下有牛”这样的本
土品牌完成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产业升级。
这样的宁夏味道，你不冲一杯？

@宁夏日报

当一杯融入宁夏鲜奶的奶茶成为都市街头的
潮流符号，当一罐源自贺兰山东麓牧场的酸奶化作
年轻人的打卡单品，人们看见的不仅是一家门店的
焕新启幕，更是宁夏奶业“从幕后原料供应到台前
品牌运营”的身份重构。

@张美丽

说啥都得支持本土奶茶。

@向南

金河乳业的母公司宁夏塞尚乳业底蕴很强的，
广东、上海、湖南的一些乳制品公司，每月都要从塞
尚订购发酵素乳原料和动物原奶油。

@小雯414

今天特意去品尝了米糯兰山，新鲜且没啥添加剂，
有食物的自然香味。下次我得尝尝别的产品是啥味道。

@Fairy

为什么我不在宁夏，你偷偷整这出？

@君妍

大宁夏、大银川有自己的奶茶品牌了，有机会
回家一定要去打卡。

◇ 市民说 ◇
赛事经济不只是足球

“村超”“苏超”是赛事经济的典型案
例，各地也根据自身实际，探索赛事经济的
发展路径。

安徽省全椒县马厂镇通过垂钓项目构建
“国家级赛事+区域联赛”的赛事体系，聚焦赛

事经济辐射效应，以垂钓赛事为核心
引擎，联动休闲观光、露营住宿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文旅融合示范区，建立“赛

前培训+赛中服务+赛后转化”
运营机制，全方位为垂钓爱好
者提供优质服务。一场百人规

模的垂钓赛事，地方完税额
达13.64万元。

日前，2025年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及中
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廊坊站同步开赛，河北省
廊坊市希望通过“体育引流-文旅承接-产业
留存”模式，构建低空经济“廊坊样本”。两项
赛事能吸引超过2万人来到廊坊，赛场人流
量达到近8万人，周边酒店入住率以及餐饮、
购物等消费需求大幅提升，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非常明显。

今年年初，辽宁省出台了《关于发展赛事经
济促进体育消费的措施》，分别从职业体育赛
事、国际级体育赛事、全国体育赛事和群众性精
品赛事4个类别，制定了13条具体的办赛经费
补助措施，补助标准为30万元至300万元。

根据《中国体育报》报道，我国体育竞赛
表演活动正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势头。2023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
显示，我国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产值为752亿
元，相较2022年的388亿元，实现了93.81%
的增长。

《人民日报》发文评论，着力发展赛事经
济，扩大体育消费，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丰富体育消费新场景，完善健身场地
设施服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体育活
动，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将
迎来更广阔的前景，体育产业将获得更快
更好的发展。

“村超”“苏超”何以火爆出圈

贵州省“村超”与江苏省“苏超”的火爆出
圈并非偶然。《经济日报》撰文指出，体育赛事
归根到底是大众性的赛事活动，离不开大众参
与和社会支持。发展赛事经济，需把握好大众
性体育运动这个基本点。要结合本地实际，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办赛方针，
努力点燃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使活动更“接

地气”“有人气”。
赛事经济高度依赖体育基础设施的

投入。据媒体报道，目前，江苏省南通市
已建成各类球类场地超 4000 个，其中足
球场 560 个、篮球场 2991 个。2025 年，南
通市还将新建或改建 60 个市民健身球
场，其中足球场 30 个，新增或更新全民健

身器材 1500 件。
上述评论文章同时建议，发展赛事经济

还应摒弃功利倾向，坚持群众受益才是最
大的成绩，按照有利于群众健身受益的原
则去开展活动，大力发展“体育+”，坚持常
抓不懈，让体育赛事成为地方文体产业发
展的有力支撑。

赛事经济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

随着体育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各地赛事
经济、体育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带动文旅、会
展等多业态融合，培育消费新动能。

《中国企业家报》报道，在山东省德州市
宁津县，目前有近3000家体育装备企业，从
业人员超过4万人，形成全国最大的商用健
身器材生产基地。如今，一台健身器材从设
计研发到生产加工再到包装销售，不出宁津

县城就可完成，所有配件半小时内就能配
齐。产品占据国内70%以上市场份额，远销
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依托上海交易集团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上海市推出体育消费资源整合平台，将有开发
需求的赛事资源开放给市场，鼓励双方自主洽
谈交易，从而为经营主体配置赛事流量，为赛
事主体寻找金融服务、商业配套等资源支持。

无锡太湖时评指出，体育赛事在提振消
费、惠及民生和推动城市转型方面有巨大潜
力。为实现“办好一场赛，提升一座城”的叠加
效应，无锡市应在可观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
构建国际高端赛事和群众体育双轮驱动赛事
体系，持续放大赛事拉动效应，推进“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延伸赛事产业链条，用赛事流量
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大 家 谈

近期，江苏省
城市足球联赛即
“苏超”火爆出圈：
互联网上玩梗玩
到底，线下抢票抢
不到，大量外地游
客前往比赛现场，
拉动文旅消费等
快速增长。有媒
体总结，“苏超”就
是群众体育带动
的赛事经济，本质
上是一个文体旅
项目，是当年“村
超”的升级版。各
地也纷纷效仿，不
断推出具有特色
的赛事。赛事经
济如何发力，各地
又是如何具体操
作的呢？

“苏超”爆火，一场“搭子经济学”的胜利
本报记者 刘薇 整理

@小记杨威

《人民日报》指出，“苏超”火出圈的关键在于群众性，让群
众唱主角。场上，群众是踢球的主力，体育生与个体经营户同
场竞技、企业白领与中学生并肩作战，大家为城市而“战”，尽情
拼搏，展现出质朴饱满的体育精神；场下，群众是玩梗的主角，低
价门票让球场化身城市会客厅，群众尽情玩梗，传递对生活的
热爱；场外，群众是消费的主体，赛事的外溢效应，刺激了文旅消
费，各个城市围绕群众需求精准响应，设计推出消费政策，把赛
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人民日报》的点赞无疑是对“苏超”成功模式的认可，也
让大家看到了群众体育的无限潜力和活力。“苏超”本就是一
场全民参与的业余赛事，娱乐化和玩梗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它
让足球真正回归群众、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给人们带来
欢乐和激情。此外，“苏超”并没有因为娱乐化而丧失深度连
接，反而让8000多万名江苏人找到了为家乡扛旗的仪式感。

“苏超”的火爆，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
看到了足球的魅力和群众的力量，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充
满活力和积极性的赛事，让体育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主持人桑桑

“苏超”为什么火？是拼、是燃，不是后场倒脚的足球搬
运工、不是特能输的“软脚虾”。“苏超”，不一定是最好看的足
球，但一定是最男人的足球，秀的是对足球的敬畏、比的是

“苏大强”的意志品质。一场比赛上了19次担架，双方替补一

个不剩。场上11人，场下是一座城的荣耀。“苏超”的球员出
身草根，有上学的、务工的，没有桑巴足球的灵动，没有工业
足球的高效，但这些，有些人他也不会呀！“苏超”队员没有体
系但有体力，没有体力还有身体，身体倒下去还有下一个。
江苏人力可以竭，气不可衰；腿可以断，膝盖不能软。我们就
认死理，见球就踢、见人就铲，办法“土”但绝不认输！

场外看看，票价从10元到5元到1分到免费，管你懂不
懂球、冠军奖励又是什么，Who care？开心就好。去不了
美加墨，江苏人有自己的世界杯。足球，让看台上的老人
有了孩子气，让孩子们的眼神更坚毅，这一课叫血战到底！

@评事妹（江苏广电新闻一部评论部官方账号）

这个赛事早已超出了赛事本身，它名为一个联赛，实为
一场联欢，它回归了足球也超出了足球，它落脚在城市也能
赋能城市，它活跃了江苏也宣介了江苏。

舆论汹涌中，没有哪个城市会急眼，也没有哪个账号被
禁言，网友挥洒才情、官方跟风下场，只有充满文化张力、文
化自信，才会主动自嘲，才容得下所有戏谑和玩笑。

无限造梗的全民大联欢让赛事趣味化、城市人格化，几

乎零门槛的足球赛事让足球走进了城市，贴近了我们的生

活，让每周赛事成为市井热议的话题、球迷心中的牵挂、孩子

练球的动力，才能滋养出深厚的足球文化，培育出强大的足
球队伍。

用足球赋能城市，这背后蕴含着扩大内需、壮大文旅、发
展经济的深刻考量。

“苏超”开赛以来，江苏人的“显
眼包”属性在绿茵场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如今
赛事来到第四轮，依旧是全国人民
谈论的“焦点话题”，甚至引来《人民
日报》点赞。

身处流量话题速生速朽的时
代，如何实现赛事流量和经济价值
的多赢？“苏超”用“搭子经济学”给
出了答案。从消费端看，无论是线
下的旅游观赛搭子还是网上相伴玩
梗的陌生人，甚至相关品类和周边

等看球基础设施都全面火爆，“一搭
难求”。火爆的流量场和商业价值
也吸引了大批赞助商入局，引发了
一轮堪比世界杯营销的“‘苏超’搭
子争夺大战”，赞助商增至19家，是
开赛时的3倍多，京东、肯德基、伊

利等行业巨头相继入局，单席赞助
费飙升至300万元仍一席难求。

“苏超”踢出3亿元真金白银，平
均每城进账超过2000万元。数字
背后，是13座城市借足球搭台唱出
的经济大戏。它以赛事为支点，串

联文旅资源、激活地方特色、连接城
市情感，用“小投入”撬动地方经济

“大生态”。网友调侃：“体育局长的
委屈，全写在文旅局长的笑脸上。”

跳出流量，我们能从“苏超”里得
到哪些启示？又有哪些“冷思考”？

@仄青（江苏）

这不就是体育精神所在
么，体育是一种竞技，更是娱
乐与锻炼的一种手段，我们江
苏人民把这些都体现得淋漓
尽致，既娱乐了百姓、提高了
身体素质，还体现了百姓的极
高素养，这才是真正的体育。

@朔山海舅（青海）

各项体育运动不再单一
依靠国家，各个省份都向江
苏学习，引导群众参与体育
活动，不为在世界舞台上赢
得多少枚金牌，只为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与精神内涵。

@Old-Fashioned（天津）

现在，最开心、最洋气、

最解气、最舒心的活动是看

“苏超”！

@一米阳光（广州）

一场比赛手机在线观众

几十万！

@谈巨头（安徽）

我老婆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体育盲，昨天居然突然问

我无锡赢了吗。

@我想呼风唤雨（江苏）

足球要想发展起来不是

一个人的事，整个地方的氛

围要带动起来。江苏现在有

钱有能力去营造好这个氛

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做

大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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