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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寒

专业教练教跳舞
还有人打道具主意

"一把腰鼓一百块，一套服装
一百块，一双鞋二三十块……"8月
8日，济南的宫阿姨正在槐荫区文
体中心为15天后的一次广场舞大
赛准备。

进入2017年，各种大大小小的
广场舞大赛频繁在济南出现。而每
一次广场舞大赛，统一服装道具是
最低要求。而越来越多的服装店，开
始瞅准了这个市场。济南淘宝店主
崔女士原本面向的是学生演出服
装，但2015年后她发现，广场舞大妈
们对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后来，
她就开始以中老年妇女作为对象。

当然，买衣服的大多是团队的
教练或者队长。33岁的蔡光（化名）
是济南的一名大学老师，同时也是
好几支大妈队伍的教练。他利用业
余时间，组织人们在公园、操场或
者空地上进行排练。“舞蹈都是我
自己编排，选歌，然后录下来。平时
当面演示后，还会发给每个阿姨。”
蔡光的学生都是通过口口相传介
绍来的，每个班每周上一到两次
课，每人每月收取100元左右的费
用。这样算起来，在广场舞方面，他
每个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毛收入。

蔡光说，他看到有些团队参加
比赛次数不少，人不变，舞蹈动作
变得也不大，但是衣服和道具却总
是换来换去，还出现了扁担这样的
道具。“这固然是新意，但也可能是
有经济利益在里面。”

同蔡光类似，临沂的舞蹈老师
陈女士也是专注于广场舞的教学。
她介绍，她周围就有四五个年纪相
仿的人，专门编排适合老年人的舞
蹈，收取费用并带队参赛。“只要收
费肯定会有人不开心，但我们能够
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比如一个老师
收取每人每月300元，但她几乎每
天上课，而且包教包会。”陈女士表

示，她身边的全职教师，如果干得
够多，收入过万其实并不难。

办广场舞比赛
收益远超成本

除了日常训练，比赛日也是广
场舞经济潜力的展示。槐荫区文化
馆的赵璐璐老师，今年已经带队参
加了十几场广场舞比赛。就在8月8
日，她的队伍刚刚在一场选拔赛中
胜出，即将在8月底参加人社局的
一场比赛。

赵璐璐介绍，一般的比赛都会
有奖金，冠军奖金3000元-5000元
不等，而参赛则一般都是免费的。
据了解，这种免费参赛还有钱拿的
现象，其实在广场舞界非常普遍，
这就缘于赞助商的存在。

据了解，广场舞大赛的参赛者
特点，决定了接地气的快消品、银
行等品牌喜欢参与其中。蔡光表
示，举办一场广场舞大赛的收益，
可能会远远高于成本。毕竟，在老
年人群体中，口口相传的形式依然
占据主流，看到了商品实物，或者
遇到了品牌露出，可能比其他新颖
的传播方式更有效。

在全国范围内，金融业和快消
品霸占广场舞冠名权的现象也很
普遍。有报道称，中信银行已经连
续举办三次全国性广场舞大赛，吸
引了数十万人参与。仅在北京，就
有500多支队伍参加。

近期，广场舞也和旅游联系在
了一起。临沂的陈女士就表示，她
曾经带团去青岛参赛，而团内的老
年人就自发找到旅行社，形成了一
个融合比赛和旅游的活动。对此，
山东家天下旅行社总经理张成介
绍，他们最近也在推出一个“旅游+
广场舞”的项目。目的地是江西井
冈山，若那边有相关的比赛，他们
就会召集山东老年人报名成团，旅
行过程中专门安排比赛时间。“井
冈山的红色旅游和广场舞，都是老
年人喜欢的东西。这个市场，未来
很有潜力。”

教教跳跳广广场场舞舞
月月入入上上万万元元

“大妈经济”走俏
培训、参赛处处是商机

健健身身场场地地不不足足

该该如如何何破破局局

６月初，一段洛阳王城公园篮
球场内篮球小伙与广场舞老人因
争夺场地而造成肢体冲突的视频
引爆网络，把广场舞的参与者推
上了风口浪尖，背后实际折射出
我国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健身需
求和现有健身场地不足带来的种
种矛盾。

对于“侵占”篮球场地的指责，
55岁的田大妈感到有点冤；作为当
天打球的“生面孔”之一，２３岁的小
于也很郁闷。“当天我们刚来没多
久他们就来了。”小于回忆说，“场
地又没有灯光，等光线暗了我们自
然就走了，可他们不愿意等我们打
完，后来就发生了冲突。”

冲突发生后，王城公园篮球
场因需要安装照明设施而暂时关
闭。小于和田大妈一样，一时都没
了锻炼的场地。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披露的信
息，截至２０１５年，全国体育场地数
超过１７０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１．５７平方米。根据《体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
我国将逐步建成三级群众健身场
地设施网络，推进建设城市社区
１５分钟健身圈，努力实现到２０２０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１．８平
方米的目标。而美国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超过10平方米。

从宏观层面上看，百姓身边
的健身场地正不断增加，而从个
体层面的感受来说，很多人依旧
会像田大妈和小于一样，为身边
没有适合自己锻炼的场地而感到
困惑。

在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看来，安
排专人对场地进行管理，建立合
理的时间分配机制，保证场地利
用效率的最大化，是在目前场地
不足的情况下解决类似“场地之
争”的有效途径。

住建部相关人士表示，开放
学校体育设施，是有效解决群众
就近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
放程度还不够，而日本９８．８％的
学校体育设施都对外开放。希望
体育、教育等部门联手推动学校
体育设施在一定时段内向社会开
放，实现资源共享，缓解当前社区
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

《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也明
确提出，要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
场地设施，主要责任单位为住建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健身场地、
设施不足的问题政府要负责。”国
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
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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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时长

六成左右的广场舞参与者每天跳

舞时间达到60至90分钟，30%多的

参与者不足60分钟，不足10%的专业

广场舞人员训练时间超过两小时。

受欢迎曲目

《高粱红了》《丰收乐》《小苹果》《中国
美》《家乡美》《美丽中国》《四德歌》等。

8月8日晚，广场舞爱好者在滨州万达广场外跳起广场舞。 本报记者 张爽 摄

葛观察

数据采访：本报记者 巩悦悦 张爽

边浩玥 路龙帅 李洋 苏洪印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眼下，广场舞成为全民健身新时尚，也
是最为普及的健身运动之一。当广场舞比赛开始兴起，它就不再只
是老年人闲暇时候的娱乐活动，而是具有了成为成熟产业的潜力。
当前，不仅是广场舞所需的音响、服装等，广场舞培训、广场舞比赛
组织都成了充满商机的领域。然而，却因为场地等原因，广场舞受
到追捧的同时也受到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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