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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号限行 骑车上班也挺酷
■记者李莎

亚运期间，东道主杭州推出了临
时交通管理举措：在亚运核心区实行

“单日单号、双日双号”通行。这意味
着，有许多人需要改变出行方式。

“我早就想好骑车上班了。”
“95后”的小朱为了支持亚运，搬出
了周末才会用上的自行车。

小朱家住义桥，在区科创中心
的一家网络公司上班，从家到公司
有17公里的距离，平时开车上下班
都要40分钟左右。得知单双号限
行后，小朱有点犯难，自己车子尾号
是6，只能在双号开，那单号怎么办？

他计算了下时间，坐公交没有直
达的，转换车辆再算上等待的时间，
可能要近2个小时，太费时；如果地
铁出行，家门口没有地铁站，也不方
便。想来想去，还是骑车去上班吧！

前阵子，小朱在朋友的影响下，
爱上了骑行，并在萧山一家专业的

骑行店“抢”到了心仪已久的自行
车，纯黑色，很酷，还配一个专业的
骑行头盔。一到周末，小朱就会和
朋友约着去周边骑行放松，看看靓
丽的风景，亲近大自然。而这次亚
运，小朱的自行车又有了“用武之
地”：“从来没有骑车上下班过，因为
亚运限行，机会正好。”

9月18日至10月8日期间，一
到单号出行那天，小朱会在早上8
点左右从义桥的家里出发，途经湘
湖路、博奥路，不用一个小时就到达
公司了。“以前开车没感觉，现在可
以放慢速度来欣赏湘湖的美景，心
情特别舒畅，空气也很新鲜。”这段
时间的骑行，让小朱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萧山这座城市的美好。

而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因
为骑车上下班，他的体重也变轻
了。“骑车虽然挺累的，但是很锻炼
身体，是减肥的好方法。早上到公
司，同事说我水肿都消失了。”

还有一次单号日上班令他印象
深刻。那天，下着毛毛雨，小朱戴了
个头盔就出门了。由于小朱这辆酷
酷的公路自行车没有挡泥板，车轮
溅起的雨和泥打到了后背上，“到了
公司才发现T恤后面有湿湿的一

层，像被画了泥绘一样，挺酷的。”他
调侃道。

“家门口的亚运会，我们肯定是
要配合并支持的。”小朱说，骑行上
下班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
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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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眼包”，“氛围组”沉浸式快乐

■记者林青颖

亚运期间，在各个比赛场馆里，
除了杭州本地的观众，我们也遇到了
许多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观众。

有的即使已到了耄耋之年，却依
旧为年轻时的梦想来赴约。82岁的
林爷爷便是如此，鹤发、拐杖，在成片
的年轻面孔中格外显眼。他是福建
人，为了看中国男篮的“首秀”，一个
人从福建赶来。老爷子说，自己年轻

的时候就是部队里的篮球队中锋，
“这次来，就希望中国队能打赢！”

72岁的陈爷爷则是从吉林长
春赶来的。他是个十足的篮球迷，

“年轻时耍过一段时间，打的是前
锋。”到现在，还会到各地看篮球
赛。第一次走进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
气派。“票是我孩子买的，本来想看
男篮，但抢不到，没票了，女篮也蛮
好。”为了看比赛，他还自备了一个

望远镜，能看得更清晰些。
“老球迷”带着情怀而来，青少

年观众则是来感受震撼的。
手球比赛的现场，就有一群远道

而来的小观众——上海市手球冠军队
徐汇区手球队的队员们。当天，是手
球女子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这
群“新生代”的加油助威声响彻全场。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大型、这
么激烈的手球赛事，好激动啊！”小
队员朱悦宁说，他们球队共来了12

个人，都是自己在网上抢的票，“感
觉场面特别隆重。”朱悦宁说，她从
7岁入选手球校队，至今已经打了4
年手球。在她看来，手球是一个能
展现“青春”的体育项目，很有活力。

“我们学校是手球特色学校，所
以我们都盼望着能有机会去更大的
赛场比赛。”朱悦宁说，自己会一直
把手球打下去。他和队员们坐在看
台上喊得很是响亮，纷纷挥舞手中
的红旗为中国队加油。

千里来相聚 难说再见

■记者周婷

亚运会期间，萧山体育中心体育
场迎来了十场精彩绝伦的高规格足球
赛事，一时间重燃了萧山人对足球运
动久违的热情。

“85后”的萧山球迷小俞，几乎每
场比赛都来观赛。“以前从没现场观摩
过亚运会级别的足球比赛，这次有机
会在家门口看球赛，实在太难得了。”
小俞说，多年前抱着电视机，深夜守在
屏幕前看球的那股兴奋感终于又回来
了。

最让小俞印象深刻的，是9月27
日的比赛。那天晚上，亚运会男足1/8
决赛打响。在黄龙体育中心，中国1:
0战胜卡塔尔，17年后再度晋级八强；
同一时段，他在萧山体育中心见证了
中国香港队以1:0战胜巴勒斯坦，57
年后再度进入八强。比赛一结束，赢
得胜利的香港球员们绕着整个体育
场，与球迷们互动致谢，欢呼声响彻整
个球场。

“进了关键一球的9号球员表现
真不错，这种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超
棒！”小俞激动地说，“大家自发掀起的
人浪，接连不断的加油和欢呼，现场的
氛围太好了。能在家门口见证这样的
历史性时刻，实在太让人上头了。”

作为一个资深球迷，小俞对每一
场比赛的战况了然于胸。坐在观众席
上的他就像一位现场评论员，能随时
帮你分析现场的“局势”。那些入门级
的女球迷只要坐在他的身旁，就再也
不用怕看不懂赛事，各种赛况听他一
番分析解说，瞬间豁然开朗。

回忆起自己最早看球，小俞说那
时还在读小学：“那个年代不缺有影响
力的球星和荡气回肠的比赛。即使你
不懂什么是越位、定位球也没关系，只
要跟着大家一起呐喊加油，享受胜利
欢呼的那一刻。因为足球场上无时无
刻都充满着戏剧性，这正是它的魅力
所在。”他仍记得，2001年国足在世界
杯预选赛出线的那天，热闹的场面堪
比申奥成功。而如今，小俞已经是一
名成熟理性的球迷了。

从观摩的这么多场比赛来看，他
发现，原来亚洲各国球队的踢球水平
和攻防技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
许多，远超乎他原本的想象。

10月4日晚，是萧山体育中心体
育场足球赛事的“收官之夜”，中国香
港对阵日本男足半决赛打响。中场休
息时间，场上响起了中国香港歌手张
明敏于上世纪80年代末演唱的歌曲
《我的中国心》，现场球迷再次齐声大
合唱，瞬间热血。

“真没想到，我们萧山的球迷会有
如此大的热情，这足以说明大家对于
足球这项运动的推崇和追捧。”小俞
说，杭州亚运会让本土球迷在家门口
看球不再是梦想，希望今后有更多的
大型体育赛事能在萧山举办。

小球迷为中国队加油。 记者旷野摄

家门口观赛
感受热血沸腾

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的1616天天

■记者李菲菲何可人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洒汗
水，熠熠闪光。而观众席上，“显眼
包”们也各自带着装备当好“氛围
组”，成了场馆里有趣的点缀。

在杭州奥体中心的篮球馆内，
统一身着“中国红”上衣、脸上印着
小国旗的杨女士一家四口，在人群
中特别吸睛。“有天半夜突然想到是
不是还能买亚运会比赛门票，恰好
看到了篮球票，一下买了四张。”这

次穿的印有“中国”字样的服装及其
他小道具，都是杨女士为了沉浸式
观赛而提前准备的。

9岁的小杨最有激情，戴着红
领巾，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看得十分
认真。“我们坐在比较高的地方，这
样可以看清场上的情况”。中国女
篮投进三分球时，他和家人摇着小
国旗大声欢呼。

比赛结束观众陆续退场时，无
意中瞥见小杨的人总忍不住带着笑
将视线停留一会儿，因为他正在“捡

垃圾”。被遗留在座位旁的空水瓶，
被他一个个收起放进袋子，打包带
走。“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小杨
虽然年纪不大，却很有担当。

“显眼包”不分年龄大小，55岁
的章亦洪绝对是观众席里最亮眼的
一道风景。女篮决赛当天，他专门
从富阳常绿镇赶到现场，身着东吴
大帝戏服，在看台上一边挥舞着国
旗，一边用浑厚的嗓门呐喊“中国女
篮加油”“中国必胜”，把身边一片观
众的热情都带动起来了。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篮球之
乡。”章亦洪说话中气十足，“我从小
就喜欢篮球，小时候大家买不起篮
球鞋，我穿着草鞋就上场了。”馆内
的比赛氛围让他直呼“紧张”“刺
激”，提起中国女篮，他更是毫不犹
豫地竖起大拇指：“骄傲！”

为什么穿着东吴大帝戏服来看
比赛？章亦洪说，富阳是孙权故里，
东吴大帝的形象蕴含“王者风范”，一
方面希望给中国队带来好运，另一方
面也想要宣扬家乡优秀的传统文化。

观众席里的“显眼包”。 记者旷野摄

市民绿色出行，支持亚运。 记者王淑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