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4 日 19 时 从
南 通 启 程 ，7 月 5 日
19 时 在 徐 州 奥 体 中
心主体育场内等待比
赛开场。这是南通球
迷王梓逸一场 24 小时的奔赴，也
是在场 3 万多球迷对足球最炽热
的告白。
7 月 5 日，“苏超” 战火再燃，

徐州队主场迎战南通队。
现场挥舞的应援棒汇成海洋，

来自安徽、山东、河南、新疆的球迷
挥舞的旗帜与徐州“战旗”交相辉
映，织就一片沸腾的彩色浪潮。
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王梓逸身着南通队球衣，在看台上
激动地呐喊：“南通队，加油！”
他告诉记者，抵达徐州后收获

了意外的感动：不少徐州市民看到
他身穿的球衣后，主动为他介绍当
地美食，让他倍感亲切。

“徐老大，真讲究！”这是来自
淮北的球迷刘卫华对赛事保障的
肯定，“今天确实热，幸好场馆里
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免费的饮水点
离我们也很近，这才让我们能用最
好的状态给徐州队加油。”
当终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之

时，真正牵动城市心跳的，不只是
赛场上的胜负，还有无数在聚光灯
之外为赛事增添光彩的身影。
汗水浸透的球衣与喊到沙哑的

喉咙，是整座城市为热爱沸腾的证
明。看台上，王梓逸的呐喊声虽已略
带嘶哑，脸上却写满观赛的畅快。他
身边，素不相识的球迷，在精彩瞬间
不约而同地鼓掌喝彩。这份超越地

域的共鸣，正是足球最
本真的魅力。
赛场之外，温情持

续流淌。刘卫华一家
三口离场时，特意向

维 持 秩 序 的 志 愿 者 道 了 声 “ 辛
苦”。通道内，工作人员耐心引导
着庞大的人流，医疗点依然亮着
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保障
人员湿透的后背，与球迷们挥舞的
旗帜一样，构成了这场足球盛宴不
可或缺的底色。
比赛虽然结束了，但两座城市

因足球结下的情谊却在升温。一场
比赛，点燃的是竞技的火焰，连接
的却是人心。当奥体中心三万多名
观众的心跳与同一颗足球同频共
振，当远道而来的球迷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温暖，胜负之外，体育精神
与城市文明的交融，已然成为这个
夏夜最动人的篇章。彭城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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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足球赛的魅力

当晚比赛尚未开始，广场上早已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动感十足的篮球小
宝贝啦啦操率先登场，小队员们活力四
射的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激情。紧接着，
精彩的武术表演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
显中华武术的魅力。来自贾汪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总部的“苏小超”们展示足球
技巧更是引人注目，他们熟练的控球技
巧，传递着对足球的热爱，为徐州队加
油助威。表演间隙，现场抽奖环节更是
将气氛推向高潮，欢呼声此起彼伏。

老矿街道久地雅苑小区居民孙文
渊带着放暑假的儿子早早来到现场，
“本来就盼着看苏超赛事，没想到还能
中奖，太开心了。”孙文渊说。

作为“苏小超”的一员，贾汪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部五年级学生李馥恒
展示完足球技巧后满脸自豪：“课外踢
足球能放松心情、减轻课业压力，我就
想好好表现，为徐州队加油。”

19点 35 分，直播比赛正式开始，现
场已被热情的市民和球迷围得水泄不

通。孩童们手拿小喇叭，为球队呐喊助
威；还有的聚在一起玩足球游戏，欢声
笑语不断。市民们或坐或站，沉浸在这
场接地气的足球盛宴中 。

球场上，徐州队与南通队展开激烈
角逐。面对实力强劲的南通队，徐州队
毫不畏惧，开场便积极进攻。南通队经
验老到，第 24 分钟利用角球机会先进
一球。但徐州队迅速展开反击，通过边
路下底传中扳平比分。

家住大泉街道金水湾小区的居民吴
锦，看到徐州队扳平比分时激动不已：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他认为徐州队实
力强劲，对球队不放弃的精神更是赞不
绝口。

比赛中场休息期间，有奖问答环节再
度掀起热潮，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展现出对
足球和赛事的了解与热爱。同时，精彩的贾
汪草根秀———“百姓大舞台 有才你就来”
群众自办文化活动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欢乐。

一次农文体旅盛宴

除了精彩的赛事直播，农文旅市集
也是此次“激情苏超·活力贾汪”赛事

嘉年华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场设置的
“惠游贾汪” 文旅市集、“滋味贾汪”
农特产展销、“匠心贾汪” 非遗文创展
区等，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体验。
“滋味贾汪”农特产展销区，塔山

葡萄、汴塘煎饼等名优特农产品琳琅满
目，试吃点前围满了人，大家兴致勃勃
地品尝着“贾汪味道”。汴塘煎饼摊位
负责人吴长振忙得不亦乐乎，他笑着
说：“今天咨询和购买的人特别多，已
经卖出十几包了，希望大家吃着煎饼卷
酱菜，为球队加油更有劲。”
“匠心贾汪”非遗文创展区，非遗

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进行互动教学，
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融
合足球元素和贾汪地方特色的文创产
品，更是备受青睐。马庄香包摊位前，
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村民徐娜热情地向
过往群众介绍各种马庄香包：“这是
我们和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合作推出
的，不仅是观赛吉祥物，更是咱城市文
化的‘请柬’。”只见香包上绣有江苏
13 个地级市的名称，“徐州” 二字居
于球体中央，12 个兄弟城市之名环绕
相拥，创意十足。

在贾汪文旅摊位前，更是排起了长
队。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活动现场代金
券和“跟着赛事去旅行”消费券，还送
出 500 张水上项目消费券。大泉街道御
龙山水小区居民郑杰高兴地说：“我领
到了漂流消费券，过几天就带孩子去
玩，这活动太贴心了。”

一份山水城市的邀约

“此次‘激情苏超·活力贾汪’赛
事嘉年华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
比赛的同时，也为贾汪农文体旅融合
踢出了‘好球’。”贾汪区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华说，作为全
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近年来贾汪
区户外运动产业蓬勃发展，构建起自
然体验、休闲健身、文旅融合的产业生
态。同时，通过全国大众冰雪季、奔跑
贾汪·大洞山运动嘉年华、潘安湖龙舟
邀请赛等活动，贾汪区将山水资源转
化为文体旅融合的“绿色动能”，打造
滑翔伞、越野、户外攀岩、滑雪、漂流等
一系列体验活动，成为高质量户外目
的地。

贾汪，曾因采煤塌陷 “满目疮
痍”，如今已蝶变为户外运动胜地，潘
安湖、大洞山、督公湖等均有各自独特
的生态资源优势。“我们将生态修复
成果转化为户外运动资源，再以赛事
经济激活文旅消费。”姜华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以 ‘激情苏超·活力贾
汪’ 赛事嘉年华活动为契机，融合农
产品、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等，让大
家在欣赏精彩赛事同时，大力宣传贾
汪农文体旅的资源优势，邀请更多游
客来贾汪旅游，共赴一场难忘的夏日
狂欢。”

夜幕深沉，赛事落幕，但贾汪的
夏夜仍在沸腾。广场上，孩童们追逐
着足球嬉戏；市集里，摊主们期待着
下一场农文旅盛宴；直播间内，网友
们频频刷屏“贾汪真旺”。这场赛事
嘉年华，不仅是足球的狂欢，更展示
了贾汪有诗意的山水、有烟火的温情
及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魅力。

体育赛事与农文旅融合的夏日狂欢
———火热“苏 超 ”“ 第 二 现 场 ”燃 动 贾 汪

本报记者 蒋新会 李权 张雷 通讯员 徐文婷

“5 块钱的球票，享受的是 VIP
待遇，徐州这波操作太给力了！”7 月
5 日 19:3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
六轮，徐州队主场迎战南通队的焦点
之战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激情开
赛。炎炎夏日里，热情的球迷们涌入
赛场，而赛场内外的保障措施，让这
场足球盛宴充满了别样的温情。

高温炙烤下，场馆内的各个角落
却流淌着沁人心脾的关怀。为了应对
高温天气，赛事运营方国体文化体育
（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体徐
州”）在赛场内精心准备了藿香正气
水、清凉油和千余块大型冰块。“本来
还担心天气太热孩子受不了，看到这
些冰块将场馆的温度降了下来，心里
一下子就踏实了。赛事方想得真周
到！”带着孩子观赛的家长王女士说。

除了防暑用品，赛场内还设置了
49 个免费饮水点，比赛间隙，观众可
以到饮水点补水；医疗保障点位也增

加了很多。
最让观众惊喜的是赛事方精心

准备的纪念品。继上一场比赛赠送帽
子后，这一场比赛，又推出一款精美
的扇子。“这扇子设计得真不错，上
面还有‘徐州’的标识。拿回家能当
纪念品，很有意义！”有观众称赞道。

赛场内的贴心关怀只是保障的
一部分。为了让观众顺利抵达赛场，
交通出行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乔家湖
地铁站附近配备了 75 台大巴车、新
元大道站附近配备了 25 台车，共 100
台观赛接驳车辆，比赛结束后按原路
返回。“乘坐接驳车特别便利，一下
车就能看到奥体场馆，很方便！”一
位乘坐接驳车的球迷说。

为了让观众随时分享精彩瞬间，
徐州移动早在赛前便开启全方位筹
备，对赛场及周边网络进行地毯式排
查与深度优化。徐州移动相关负责人
表示，赛中技术人员实时监控网络运

行状态，通过智能调度与动态优化，成
功应对大量球迷同时在线观看直播、分
享赛事瞬间带来的网络高峰，让线上观
众也能享受流畅高清的观赛体验。

场地方面，徐州奥体中心场馆服
务部部长龙俊宇介绍，这是徐州奥体
中心首次保障“苏超”夜战。为更好呈
现赛事，工作人员对 50 余盏灯光进行
改造升级，还按组委会要求聘请专业
检测团队，完成场地灯光照度测试。

除灯光和草坪外，徐州奥体中心
还对音响系统进行了升级，采购新的
无线扩音设备，并聘请专业屏幕保障
团队，赛前已对大屏进行测试，赛时
全程坚守岗位。

一位球迷感慨道：“今天不仅看
到了一场精彩的球赛，更感受到了
赛事方的用心。从防暑用品到交通
出行，从网络保障到场地维护，每个
细节都很周到。这样的赛事，让人怎
么舍得错过？”

高 温 下 的 观 赛 保 障 很“ 给 力 ”
本报记者 李小委

方寸球票，藏万千气象。

江苏大地，“苏超”球市持续

升温，小小一张球票，化作开

启城市体验的“金钥匙”，牵

动万众目光。这股炽热的足

球浪潮，绝非转瞬即逝的喧

嚣，而是一面璀璨明镜，真切

映照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蓬勃发展的青春脉动与时代

活力。

“一票难求”的盛况，正

是深层需求之窗豁然开启的

有力印证。当物质生活愈发

丰盈，“举步可达” 的绿茵

场、“亲临同欢”的沉浸式体

验，已清晰镌刻于百姓对高

品质生活的向往图谱中。江

苏近年来接连新建的标准化

球场星罗棋布于城乡之间，正是对这一民生

期盼的务实回应。球场内外，精心构思的方

言助威标语，赛前悠扬的江南丝竹，赛后唤

醒味蕾的匠心夜点，已然熔铸成体育精神、

文化气质与乡土情怀共振的生动场景。“去

看球”，早已超越赛事“旁观”的本义，升华

为一场全身心投入、情感同频的盛典，万众

于此共享荣光、体悟归属。

当体育精神深深根植于日常生活，便如春

雨润物，无声浸润区域发展的沃土。运动之风

劲吹，既提振了城市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更

淬炼出市民万众一心、砥砺前行的集体风貌。

其力量不仅作用于个体身心，更奔涌为一座城

市赓续不息的文化血脉。一张球票，恰是区域

综合发展实力跃升的闪亮名片———是基础设

施完善、服务品质提升与文化软实力厚积的

凝聚象征。

体育基因一旦融入发展洪流，便如活

水浩荡奔涌。“一票难求”的背后，也映照

着群众体育高质量供给仍存有提升空间的

深刻课题。唯有将全民健康蓝图与文体旅

游繁荣深度融合，方能在体育产业的崭新

赛道上，塑造江苏更澎湃的核心竞争力，激

活区域筋骨血脉间的无穷活力，使其始终

昂扬向上、生机盎然。

小小球票间，自有浩荡新气象。这正是

江苏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以

坚实足音谱写的豪迈乐章：在全民健康福

祉的高质量追求中，千万民众同频共振、步

履铿锵，万千生机在

脚下土地蓬勃绽放。

顾永田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
一。抗日战争期间，顾永田任晋西
北第八分区专署专员，被山西省文
水县人民誉为 “抗日好县长”，为
晋 西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创 建 作 出 卓
越贡献。

顾永田，1916 年出生于铜山县大
黄山乡西朱家村（今徐州经开区大黄
山街道西朱村） 的一个农民家庭，家
境贫寒，兄妹六人，12 岁时才在邻里
资助下入读本村关帝庙小学。顾永田
少年聪慧，小学读了 4 年，1932 年考
入铜山师范学校。

1935 年 , 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顾永田与
同学刘剑、权启仁等倡导成立了徐州
学生联合会，带领徐州学生游行示
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徐州民
众抗日热忱，领导徐州抗日爱国运动
汇入全国抗日救亡洪流。

1936 年秋，顾永田到北平参加学
生爱国运动，经同乡孙传文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顾永田受
党组织派遣参加山西救国牺牲同盟
会，任牺盟会总部执行委员和太原市
二区牺盟会特派员。他深入群众宣传
抗日，参与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的
组织工作，连续任连指导员、营教导
员，率队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八路
军 120 师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3 月，山西牺盟会向阎锡
山推荐顾永田担任文水县抗日政府
县长。顾永田上任县长后，雷厉风行
地开展工作，建立基层革命政权；整
顿社会治安，锄奸反霸，禁烟禁毒；
发行“流通券”，兴修水利，兴办纺

织厂，发展生产；落实减租减息政
策，实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
出人的合理负担；整顿教育，恢复停
办小学；动员青年参军，组建抗日游
击大队。文水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群众积极
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的抗战局
面。文水县人民爱戴顾县长，赞其为
“抗日好县长”。

1939 年，阎锡山召集所辖县长在
陕西秋林开会。会上，阎锡山对顾永
田灌输反共思想，以高官厚禄利诱脱
离共产党，遭其断然拒绝。阎锡山恼
羞成怒，下令撤销顾永田县长职务。
文水县人民不答应，掀起挽留“人民
的好县长”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
下，阎锡山只得收回成命。

1940 年 1 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
立，顾永田被推举为八专署专员。晋
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日军的
极大恐慌。1940 年 2 月 11 日，盘踞在
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等地的日伪
军集结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
规模 “扫荡”。顾永田为保卫根据
地，率一营兵力在田家沟一带与敌激
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 24 岁。
当时的《新华日报》在《顾永田同志
生平》 中指出：“他的死不仅是晋西
北人民的严重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
重大损失！”文水县人民为了怀念顾
永田，将 “永丰渠”水渠更名为“永
田渠”，将这里的中学改名为“永田
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交城县将燕
家庄乡改名为“永田公社”，顾永田
烈士遗骸迁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

（作者系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工作

人员）

“ 抗 日 好 县 长 ”顾 永 田
董志军

“徐州队加油！”7月 5日晚，在徐

州市奥体中心的绿茵场上，江苏省城

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徐州队 VS南通队激

战正酣，而在 30余公里外的贾汪区群

众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苏超”“第二现

场”，千余名市民围坐在超高清大屏

前，与场内数万球迷同频共振。

这场由贾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办公室、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江苏有线贾汪分公司等主办的“激情

苏超·活力贾汪”赛事嘉年华活动，以

足球为媒，将赛事激情、文旅魅力与

消费活力编织成一幅绚丽的城市画

卷，让“苏超”热浪在山水贾汪激荡

出澎湃的经济动能。

（上接 01 版）

贾汪区组织开展年轻干部讲堂，覆
盖纪检监察、招商引资、基层治理等廉
政风险较高或直面复杂考验的领域，
通过“8 分钟擂台”深刻剖析，引导年
轻干部完成自我“思想体检”，做到心
中有数、整改有方。
云龙区用好警示教育资源，组织年

轻干部赴铜山区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接受现场教育，进一步引导年轻干部
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实干笃行践初心
推动发展勇担当

作风建设最终要落脚到履职尽
责、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上。徐州将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
行动，鼓励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经风
雨、壮筋骨。通过搭建“项目攻坚专
班”“乡村振兴服务队”等实践平台，
推动年轻干部下沉到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在破解
难题中提升能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青春风采。
睢宁县选派 69 名“95 后”年轻

干部到信访稳定、招商引资、企业
发展、服务民生等一线岗位挂职锻
炼，领办各类项目难题近 300 个，推
动 579 名 年轻村（社区）后备干部
到接诉即办、网格化管理等重点岗
位墩苗锻炼，助力年轻干部锤炼过
硬本领。
新沂市把招商引资主战场、重大项

目第一线、安全稳定最前沿作为年轻
干部成长的最好课堂，选派年轻干部
参与社区服务、5A 级旅游景区创建等
工作，推动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增
长才干。
“这笔资金真是太及时了，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徐州汇尔康食品有
限公司在包挂年轻干部的帮助下，顺
利完成 300 万元农业产业贴息贷款。截
至目前，鼓楼区深入重点企业生产经
营一线服务的年轻干部，已积极推动
48 项问题解决到位，切实将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和营商
环境优化的实效。

70 年前省足球赛照片捐给档案馆
一张是徐州队合影，一张是与无锡队比赛后的两队合影

本报讯 （记者 张瑾）6 月 17 日
《都市晨报》刊登了《70 年前的“江
苏省足球比赛大会”》 一文和当时的
徐州足球队老照片，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和读者好评。7 月 1 日，该文章的作
者胡应敏将文中提到的两张老照片捐
赠给了徐州市档案馆。

2025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出
圈，也感染着一直关注比赛的胡应敏。
他捐赠的两张 1954 年江苏省足球比赛
大会足球老照片，拍摄于当年的 12 月
26 日，一张是徐州市足球代表队全体
队员合影，一张是当天与无锡队比赛
后的两队合影。

胡 应 敏 介 绍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徐州市体育分会筹备委员会相继
组织了几次小型足球比赛。至 1953
年，全市已有 11 个单位能组织足球
比赛。1954 年 11 月，徐州市足球联赛
在人民体育场举行，来自徐州机关、
厂矿、学校的 11 个队 125 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这次比赛后，选拔出 16
人组成徐州市足球代表队。当时，我
父亲胡士运是市体委干部，作为领
队，带队参加了 12 月在无锡市举行
的江苏省足球比赛大会。”

在徐州市档案馆，胡应敏在 1954
年 12 月 28 日、1955 年 1 月 5 日的《新
华日报》 查阅到了此次比赛的新闻报
道。据报道，参加 1954 年江苏省足球比
赛大会的有南京、徐州、南通、苏州、常
州、无锡六个市的足球代表队。大会在
无锡市举行，前后进行了 15 场角逐，

比赛的冠、亚、季军分别是无锡队、南
京队、徐州队。

翻开家藏的体育老照片集册，胡
应敏介绍：“父亲是 1953 年 9 月由
市委办公室调至新组建的徐州市体
育运动委员会的。20 世纪 50 年代，
徐州还没有专业的各项运动队伍，
父亲经常要带队去外地比赛，所以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家中经常见不
到他的身影。”

体育照片是动态摄影，摄影者要
凭借对运动项目的熟知，用抓拍手法
才能完美地把运动员最精彩的瞬间记
录到胶卷上。胡应敏回忆：“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徐州日报》上经常有我
父亲撰写的体育报道和照片，署名常
用本名或用 ‘湖泊’‘湖波’‘浩波’
等笔名。这次捐赠父亲的摄影作品给
档案馆，可以更好地保存它们，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在捐赠过程中，胡应敏还将父亲
胡士运 1944 年徐州市有备巷小学毕业
证和 1947 年铜山县立中学毕业证捐赠
给了徐州市档案馆。

徐州市档案馆征集开发处处长叶
剑飞表示，胡先生捐赠的体育老照
片、毕业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见
证徐州体育和教育的发展，档案馆将
妥善保管，对破损的证书进行专业修
复，并合理应用。也欢迎更多市民捐
赠家藏的反映时代变迁的老物件，以
延长其寿命，在全社会发挥更大的档
案价值。

农文旅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王宗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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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 24 小时的奔赴
本报记者 孙亚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