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列入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也將是今年粵港澳大灣區一項盛事。粵港澳

三地將於今年11月共同舉辦十五運會和殘特奧會，

這不僅是體育競技的舞台，更將成為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經濟提質、文化交融、社會協同發展的重要引

擎。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建言獻策，並指

三地聯合舉辦十五運會，國家力量和經驗的導入，

將提高香港獨立或聯合舉辦大型賽事能力，有助提

升香港軟實力，打造盛事經濟。

●文 /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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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聚焦聚焦兩兩會會

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
譚建湘長年研究體育政策及體育產

業管理等問題，他認為，從全球來看，幾乎所有的

世界名城都是體育名城。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

城市群，十五運會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簽註觀賽等堵點待打通
譚建湘表示，國家及粵港澳三地會對十五運會的

醫療、志願服務、通關、購票觀賽等方面推出相關

特別安排，以便更好辦賽、參賽、觀賽。未來大灣

區要持續打造賽事經濟、盛事經濟，有必要將這些

安排機制化。

以觀賽為例，譚建湘指出，今年 NBA 季前賽將

在澳門舉行兩場比賽，目前內地個人辦理往返澳門

簽註一般是三個月一次或一年一次，如果多次赴澳

觀賽可能在簽註時遇到困難。「相信十五運會後，

當香港、澳門未來引進更多國際性大賽時，很可能

遇到類似問題，需研究打通這些難點和堵點。」

大灣區還要使用好和培育好專業化機構，市場化

辦賽。譚建湘指出，舉辦十五運會，三地十五運會

執委會、籌委會多是從政府

部門抽調的工作人員，義工

招募等工作多由政府團隊來

操作。賽事結束後，他們又

回到各自崗位。團隊散了，

他們通過賽會積累的經驗，

多數無用武之地。「不管是政府主導的大型賽事還

是民間舉辦的商業賽事，有必要讓專業化機構參

與。大賽結束後，機構還在，人員還在，可以繼續

在不同賽事上發揮作用。」

作為全運會開幕式的主創團隊之一，全國
政協委員、廣東省文聯專職副主席、廣東粵
劇院院長曾小敏表示，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
十五運會，既整合了灣區資源，也發揮了各
地優勢，一定會「好戲連台」。曾小敏特別
重視十五運會的藝術表達和賽後文化遺產，
「借助這場體育盛會，粵港澳三地如何讓藝
術呈現、體育精神和灣區文化充分結合，形
成更強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將文化藝術元素引入十五運會，粵港澳三
地正在探索和嘗試。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
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許鴻飛介紹，目前，他正
帶領團隊開展以十五運會為主題的雕塑藝術
創作，屆時會以場館周邊為主，將這些作品
呈現在大灣區。
「之前，霍震霆帶領團隊參觀我的雕塑工
作室，探討以雕塑藝術融入十五運會的工
作。十五運會期間，我們創作的作品，也將
出現在香港。」許鴻飛說，這些雕塑作品主
要聚焦十五運會各承辦城市的比賽項目以及
當地有特色的優勢運動，比如雲浮賽區的曲
棍球、香港的劍擊等。「我相信，藝術作品
可以與體育、文化、旅遊等結合起來，並在
賽後作為『全運遺產』，繼續發揮推動文化
交流的積極作用。」

代表觀點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香港浸會大學
校董會暨諮議會主
席黃英豪：十五運
會期間，除了香港
主場，我還會去廣
州、深圳等大灣區
其他城市看比賽，相信跨境觀賽將會增進港
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內地的了解，增加對國家
的身份認同感。透過十五運會，大灣區體育
場館設施更多更完善，希望賽後充分利用起
來，增多比賽和訓練交流，提升大灣區競技
體育水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
珠超俱樂部有限公
司董事長黃達昌：
過去10多年來，我
參與主辦過多屆國
際性、區域性青少
年室內五人制足球
比賽，會特別關注十五運會足球比賽，因為
本屆全運會足球項目首次增加青少年組別。
未來，建議在粵港澳三地政府支持下，能夠
舉辦大灣區足球聯賽，共同提升競技水平。

全國人大代表、小鵬
汽車董事長何小鵬：
很期待十五運會，
我會特別關注有爆
發 力 的 短 跑 類 運
動，也期待在企業
贊助、義工等方面
參與和支持全運會。希望十五運會能夠更多
運用包括低空經濟在內的智能科技，包括飛
行汽車的投用等。

特稿

學者：適度引入專業機構 賽後可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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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亞奧理事會醫務官，全
國政協委員、國家體育總

局運動醫學研究所副所長厲彥
虎剛剛結束了亞冬會的醫務監
督工作。作為一名資深賽事醫
療工作者和醫務管理者，上世
紀九十年代以來，厲彥虎幾乎
參與了內地每一次全國性、國
際性大型綜合賽事的醫療保障工作。按計劃，今年他同樣將利用自己的經
驗，服務十五運會。

厲彥虎：國家賽事醫療保障值得借鑒
厲彥虎認為，中國已成為全球舉辦大型綜合賽事最多的國家之一，賽事組
織、醫療保障、選手服務、資訊技術運用等方方面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同時
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做法。以醫療保障為例，構建多層級醫療保障
體系，搭建「西醫+中醫」的複合型專家醫療團隊，利用科技手段精準監測
和管理運動員健康檔案，應急救治流程的設計以及創新國際協作……，已經
相對完善，經驗做法不僅能「為我所用」，還能向其他國家或國際體育組織
推廣和使用。
「十五運會主要承辦城市中，廣州、深圳承辦過全運會、亞運會、大運會
等大型賽事。在三地共同籌辦、舉辦十五運過程中，國家和其他省市的經驗
做法將直接導入到港澳。」厲彥虎說，香港的醫療水平很高，有自身特色和
優勢。不過，醫療專業水平和大賽的醫療保障能力並不直接劃等號，因為賽
事醫療保障不單單涉及醫療系統，還要調動體育、旅遊、餐飲住宿等多方力
量，形成統一團隊，流程設計、設施聯通、團隊磨合至關重要。
根據以往經驗，厲彥虎對十五運會醫療保障工作提出多個建議。第一，建
議三地組委會深度融合，組建統一指揮部，「一盤棋」謀劃各環節工作，並
需要提前進行多輪演練。第二，醫療保障團隊要配備粵港澳三地力量，三地
比賽應就地解決醫療問題，盡量減少跨境轉運的情況。第三，在運動員防病
防傷方面，中醫手段可以多介入，包括針灸、艾灸、拔罐、按摩、中醫導引
術等。
厲彥虎說，不單是醫療保障，賽事其他方面也可以參考類似模式。「我相
信，通過舉辦十五運會，三地能夠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融合保障模式。這些經
驗將幫助香港未來更好地獨力承辦大型賽事，以及聯合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其
他城市舉辦全國性、國際性賽事，有助提升香港城市軟實力。」

霍啟剛：港建國際體育爭議仲裁中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啟剛在
兩會期間接受大文會客廳訪問時也指出，香港已經建成啟德體育園等體育場
館和設施，加上通過舉辦十五運會，香港未來可聯合大灣區內地城市承辦全
國性、國際性體育大賽。「2025年世界游泳錦標賽將在新加坡舉行，我相
信，香港同樣有能力舉辦這樣的大賽。期待借助十五運會，香港在體育領域
硬實力、軟實力都有所提升，未來承辦更多綜合性或單項賽事。」
霍啟剛續指，國外有很多有影響力的IP品牌賽事，香港同樣可以聯動內
地，打造單項賽事或聯賽，這是一個重要方向。
另外，霍啟剛還表示，除了舉辦賽事，香港正在推動體育仲裁發展，今年
內有望搭建框架，致力打造國際體育爭議仲裁中心，助力國家提升「體育軟
實力」。
全國政協委員、奧運冠軍楊揚也認為，香港完全有條件有理由舉辦更多高
水平比賽。她以冰雪運動為例，「冰雪運動在香港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剛剛
結束的亞冬會，香港也派出代表團。冰上運動不一定需要真冰，目前的科技
手段可以解決技術和設施問題。據我所知，香港目前也在着手申辦一些滑冰
比賽，相信未來香港更有底氣申辦更多賽事。」

近年來，香港在競技體育領域取得諸多突破性成
績，帶動更多人從事體育運動。有代表委員表示，
應借助舉辦十五運會為契機，暢通香港與內地在競
技體育交流合作的渠道。

霍啟剛倡港隊提前赴粵適應
霍啟剛建議，立足十五運會競賽需要和粵港澳競

技體育共同提高長期目標，支持香港、澳門高水平
運動隊提前赴廣東省內全運會比賽場館適應訓練，
支持廣東高水平運動隊提前赴港澳地區全運會比賽
場館適應訓練。
「很感謝國家對香港體育事業的支持，推動了香

港競技體育水平的提升。比如，香港體操運動員石
偉雄，10多歲便去北京參加訓練，這個過程對他的
職業生涯作用很大。」霍啟剛說，從長遠考慮，有
必要利用全運會契機及粵港澳三地溝通機制，推動
大灣區引進和培養高水平教練員、體育經紀人、運
動處方師、體育科研人才、體育管理人才等。

吳秋北關注港將在內地就醫
港澳與內地競技體育交流頻密，不過一些環節仍

存在需破解的難題。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表示，當前
有大量香港學生在內地求
學，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
競技運動方面有天賦，成
績也出色，然而，受限於
體制機制問題，如果他們想加入國家隊，暫時還沒
有渠道。又如，根據內地相關規定，香港體育專才
要參加內地人才選拔，需要得到香港本地相關領域
體育會的推薦，但部分體育會未必有精力或意願作
專門推薦。
另外，生活在內地的港人在當地購買社保、醫保
不存在障礙，但對於運動員這個特殊群體來說就存
在一定難題。「如果香港運動員在內地比賽受傷，
應急救治是沒問題的，但如果需要在內地長期醫治
和康復，就沒有醫療保障。另外，在香港或國外受
傷、想去內地醫治的香港運動員，同樣面臨這個問
題。」吳秋北預計，十五運會期間會有不少類似個
案出現，期待三地建立溝通協調機制，推動解決相
關問題。

暢通兩地賽事交流合作渠道

●借助十五運會，香港在體育領域硬實力、軟實力
都將有所提升。圖為啟德體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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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

●霍啟剛 ●厲彥虎

●義工在大型賽會中扮演重要角色，業界建議
推動大灣區義工工作互聯互通。圖為杭州亞運
會義工團隊。 資料圖片

●粵港澳三地將於今年
11月共同舉辦十五運
會和殘特奧會。圖為2
月底舉行的跨境馬拉松
測試賽。 資料圖片●楊揚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