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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免费开放健身场所，有的城
市还把健身日延长成了健身周，以满
足更多群众日益高涨的运动需求。
记者采访发现，体育消费势头正旺，
且新增热点开始向沙滩球类、冲浪潜
水等小众运动延伸。

一个月体育消费
大约两三千元

“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都在运动
上，比伙食费还多。”复旦大学2015
级学生浦帆说，因为自己高三太胖，
从那时开始健身，之后慢慢成为一种
习惯。现在一周跑4次，有时在校内
有时在健身房，另外还会不定期打篮
球或游泳等，一个月体育消费大约两
三千元。

在“90后”梁振宇看来，以前体育
运动无非是一套泳具、一个篮球，没
那么多讲究，但是系统健身就不一样
了，从用的跑鞋、哑铃、手套、瑜伽垫
到吃的蛋白质粉、喝的运动补给饮料
等，运动的多元化令体育消费开支结
构改变了很多。

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
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
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达到4.35亿，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1.5万亿元，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拉动内需和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的动力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
点。其中体育娱乐用品消费增长
17.1%。

朋友圈“晒跑”
成大众风尚

“马拉松可以说是全民健身潮里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运动。”一周带跑
70-80 人次的陪跑师孔斌说，自己
2006年参加半马时，如果能进2小时
就能领到一双运动鞋，如今报个名都
要挤破头。

在跑步爱好者张小娜家里的柜
子上，挂满了十几块全国各地马拉松
的奖牌，最近她正在准备香港、曼谷
的马拉松。“跑步才不是一个人的孤
独，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社交，比
如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跑步时的心
率，以及跑完后在朋友圈里‘晒跑’也
变得越来越流行。”

张小娜说，通过跑步认识了很多
新朋友，跑团之间你追我赶，互相鼓
励，非常正能量，当然马拉松后的旅
行与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孔斌看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对健康的重视，造就了如今的马
拉松热。同时，从跑步延伸而来的徒
步、越野等户外运动日益升温，并自
然而然地与旅游、社交融入在一起。

全民运动健身有哪些新趋势？
从体育用品的销售中可以见端倪。

记者从全球知名运动超市迪卡
侬获悉，户外山地运动、健身运动、跑
步运动，仍是目前最主流的运动。此
外，游泳和健步走正成为新的热点进
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2017年上半
年这两类体育用品均实现约四成的
销售增长。 据新华社电

高温天气导致今年水葫芦提早爆发 松江加大拦截力度

打捞神器上阵 日歼近千吨水葫芦

高温天导致今年
水葫芦提早爆发

今年刚刚搬到松江泗泾镇的居
民张先生爆料说，以前只听说过水葫
芦，直到看到电视里疯长的水葫芦，
才知道这些不受欢迎的植物就在自
己家附近的河道边。

而居住在当地的一位本地居民
则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年我看
捞光了，到了这个时节又会长满，长
势非常快，但今年的爆发时间貌似提
前了。”

松江区水务管理所所长顾韶君
告诉记者，松江区域内骨干河道、通
航河道的水葫芦比较多，这些河道和
上游交接，水葫芦主要集中在九亭、
泗泾、佘山板块。谈及今年水葫芦越
来越厉害的原因，他分析说，今年情
况比较特殊，水葫芦的爆发期一般在
每年八九月，今年整整提前了两三个
月，从今年6月初就开始了，真正爆
发出现在7月中旬。这是因为上海
去年遭遇暖冬，导致水葫芦休眠期比
较短，到今年春天便开始生长，再加
上最近的高温天气及潮位上涨，使得
水葫芦比往年提早爆发。为避免上
游的水葫芦进入黄浦江中下游，松江
区加大了对水葫芦打捞拦截的力度。

顾韶君透露说，今年7月底8月

初有几天水葫芦的打捞量特别大，有
那么几天每天的打捞量达到近千吨，
听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打捞上
来的水葫芦中有95%的重量都是水，
水葫芦的自重其实不是很大。原先
水葫芦打捞上来后，会运送到松江城
区环卫部门专业处置码头，来回耗时
较久。此次，松江区水务部门与相关
部门积极协调启动应急措施，分别在
泗泾镇与佘山镇设置了两处临时处
置点，将水葫芦集中打捞到岸上后，
直接就近吊装到处置点，进行集中晾
晒、干化后处置，作业效率提高了3
倍多。

打捞船凌晨就出动
大吨位设备将投用

傍晚时分，一辆起重机吊起一包
重达几吨的水葫芦，放置在临时处置
点。负责打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动作一台机器一天要重复200
多次。

松江建筑养护队队长戈勤锋称，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4点半出船，出
动船只9艘，人员在30人左右。原先
我们打捞好以后一艘船要开到固定
的码头，大概开一个小时40分钟，现
在我们临时堆放，晒干了便于清运。”

“有几天最多的时候，我们每天
打捞近千吨水葫芦，今天的打捞重量

是五六百吨。”顾韶君告诉记者，经过
一两周的打捞，泗泾、佘山的打捞量
明显在减少了。但由于上游不断有水
葫芦顺流而下，且量还不少，想要打捞
干净尚需时日。“水葫芦生长速度非常
快，前一阶段6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打
捞过一批了，那个时候每天打捞量在
一两百吨。我们也在上游交界处设置
了拦截装置，但防不胜防，近期松江水
域又出现了新一轮爆发。”

在顾韶君看来，打捞量减少并不
意味着工作难度减少，相反随着水葫
芦量减少和运输路线拉长，工作人员
的打捞难度更大了。“你看，原先水葫
芦距离岸边比较近，船一下去马上就
能捞上来，但这两天水葫芦变少后，
工作人员寻觅和打捞的作业时间也
相应增加。从原来10分钟一船，到
现在至少半小时一船。”

据顾韶君介绍，专业打捞船平时
用处不大，但打捞水葫芦效率很高，
相较人工打捞船可谓是以一抵十。

“我们昨天刚投入使用一台新设备，
下周打算再投一台大吨位的设备。
不过，专业打捞船和人工打捞船各有
千秋，像这种小河口，我们是全封闭
拦住的，对居民区没有冲击。未来在
岸边的水葫芦会全部打捞掉，现在岸
滩比较浅，专业船只没办法进去，以
后人工船只进入打捞。”

“这两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打捞量明显比前两天少多了。昨天我们新投入使用了一台专业
水葫芦打捞船，下周还将使用一台大功率船。”昨天晚上，松江区水务管理所所长顾韶君忙了一整天回
到家，向青年报记者介绍了最新的消息。就在几天前，松江的水葫芦再次大爆发，有两天的打捞量甚至
达到近千吨。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是否近期上海的郊区都发生了

水葫芦爆发现象呢？青年报记者咨

询了包括嘉定、青浦在内的其他郊区

后发现各区情况不太一样。嘉定区

新闻办给予的回应是，“我们区主要

不是水葫芦，而是绿萍，以前每年6-

7月会有，不过最近两年，我们都在进

行河道整治，水系流动性加强，水葫

芦情况相比往年就好了很多，近期没

有大规模出现。”而青浦区新闻办也

回应说，没有听说近期有大规模水葫

芦出现的情况。

顾韶君解释说，松江内河是见不

到水葫芦的，主要是外河，水葫芦爆

发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暴雨泄洪

导致，有的是调水导致，还有的是船

只带过来的。“今年黄浦江以南没有

水葫芦，原来浙江那边的水葫芦大量

来到我们区，这几年它们改善水环

境，这一现象得到了控制，主要是西

北片上游那边过来的。”

[各区说法] 河道环境改善，水葫芦较往年有所减少

松江水葫芦进入爆发期，日打捞量最高达到近千吨。 受访者供图

■都市脉搏

高校学子每个月
最大开销在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