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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轮轮滑滑欲欲起起飞飞，，场场地地不不给给力力
周玉丽夫妇讲述经营体育产业公司的酸甜苦辣

需要政府主导

也要小微主动

山东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轮滑运动来说，如果只是健身，只
要是平整的场地都是可用的。但是竞
赛毕竟不同于健身，因此确实有建设
专业场地的必要。而根据往年的数据
统计，山东省范围内几乎没有标准场
地。

山东省轮滑协会副主席张宝山表
示，目前轮滑的发展的确处在由最初
普及到专业发展的阶段，因此对专业
场地的需求也渐渐凸现出来。但张宝
山也坦言，专业场地占地面积大，真正
建设起来，从地块选择到资金投入，难
度都不小，政府方面对轮滑项目本身
的重视程度也很关键。“可以由政府引
导市场开发，鼓励社会投资建设专业
场地。”山东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徐
先生称。

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
征则表示，政府提供便利是一方面，同
时还需要小微企业自身发挥能动性。

“当前并非没有资源。”王征说，目前济
南有不少体育场利用率很低甚至处于
闲置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轮
滑培训机构的基础性训练需要。这要
求小微企业发挥主动性，积极和管理
部门协调。

本报记者 万兵

3日11点左右，正是太
阳最毒的时候。济南市七贤
中学的操场上却不缺人气，
不少全副武装的孩子正在
用标准的轮滑动作在操场
上一圈圈飞驰。周玉丽和丈
夫崔永涛则站在场地旁，不
断给孩子们纠正动作或鼓
劲加油。

像多数的女性一样，
1985年出生的周玉丽原本
对体育活动并没有多么浓
烈的兴趣。上学期间她学的
是药剂专业，和轮滑沾不着
边。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想
到，有一天居然成了一家体
育产业公司的老板。

夫唱妇随，周玉丽自己
这样形容其中的原因。2004
年，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
崔永涛。和周玉丽不同，体
育专业出身的崔永涛对轮
滑堪称痴迷。崔永涛说，自
己从13岁就开始玩轮滑，单
排的、双排的，甚至一天能
滑9个小时。“脱下鞋来站都
站不稳。”崔永涛说。

2002年上大学后，崔永
涛继续在大学里延续这一
爱好，并把轮滑练出了专业
范儿，一度拿过全国前十名
的好成绩，并成了一名速度
轮滑国家级教练员。利用这
一优势，崔永涛开始办起了
培训班。周玉丽说，那会儿

她自己还在一家生物公司
实习，下班后就去帮崔永涛
的忙，没想到帮着帮着，就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帮“丢”
了。

“感觉轮滑的发展前景
好，就赌了一把，把她硬拉
过来了。”崔永涛笑称。2007
年，还是男女朋友的两个人
借着培训班积攒下的客源，
成立了济南雷鹰轮滑俱乐
部，提供关于速度轮滑、平
地花式等轮滑方面的技术
培训，这也成了力速体育产
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在男友的感染下，周
玉丽也慢慢地爱上了这项
运动，直到 2 0 0 8 年，他们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轮
滑婚礼。“从省体育中心北
门出发，沿经十路东行，绕
泉城公园一圈后，从舜耕
路口向西返回。”两人回忆
起当天的情景还是一脸甜
蜜。

婚后，两个人也继续分
工协作，把轮滑事业做得风
生水起。周玉丽介绍，平时
她负责招生和销售，崔永涛
则延续老本行，负责授课和
培训。“延续了爱好，实现了
理想，又能保障基本的生活
需求。”两人对这份理想和
现实完美结合的事业再满
意不过了。

和其他多数小微企业不同，7月25日周玉丽和李克强总理座谈时并未提到资金方面的问题。从七年前的俱乐部到
现在的公司，周玉丽和丈夫崔永涛主要进行轮滑培训。虽未在资金上遭遇太大障碍，但他们感到缺乏专业场地着实成
了公司的发展瓶颈。

没有专业场地

成了最大瓶颈

对不少小微企业来说，或许最大
的问题在于资本的积累。对周玉丽夫
妻俩的公司来说，也并非不缺钱，但眼
下最迫切、最实际的是场地问题。场地
的缺乏已经成了轮滑产业发展的最大
瓶颈。

崔永涛说，对多数培训班来说，培
训场地往往来自广场。“早期我们就是
在山东省体育中心的停车场培训。”崔
永涛称，以全民健身中心来说，可能场
地上更偏重于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
动项目。像轮滑这种非奥项目在全省
都难找到专业场地。

“非奥项目并不代表参加的人就
少。”崔永涛说，大约从2008年以后，随
着全民健身的开展，轮滑几乎成了3-6

岁孩子必学的项目。
然而到今天，在轮滑运动一片火

热的背后，想进一步把公司变得专业
化的他们也提前看到了危机。崔永涛
说，普通训练乃至基础性的比赛对场
地的要求还不算高，“只要是硬质地面
都可以”。但专业性比赛及其训练就对
场地的长度、宽度、坡度都有了要求。

崔永涛说，2008年以前，俱乐部
里的学员还经常在全国性的比赛里
拿到前6名乃至前3名的好成绩。“那
时全国来说专业场地也不多，顶多
一两块。”崔永涛介绍，而最近几年，
苏州、合肥、丽水等地都开始有了专
业场地，但济南甚至整个山东都还
没有一块专业场地，这也大大影响
了队员的成绩。

周玉丽夫妻俩的学员目前主要靠
租赁场地进行培训，此外就是和一些
学校合作。但随着学校塑胶跑道的普
及，这样的场地也在慢慢变少。崔永涛
说，塑胶跑道颗粒大，轮滑鞋跑不起
来，草坪更不行。

以8月中旬即将在烟台举行的山
东省第三届青少年速度轮滑邀请赛来
说，力速公司作为主办方，只能借用烟
台的场地。周玉丽说，轮滑比赛受天气
影响大，因此她和烟台的俱乐部合作
租用了当地会展中心的一整层作为比
赛场馆。即便这样的场地，济南本地也
很少，即使有，高昂的租赁费用也让他
们望而却步。

本报记者 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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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成长样本调查⑤

2014年5月，周玉丽和
崔永涛决定让原本只是非
企业组织的轮滑俱乐部实
现一次飞跃。周玉丽介绍，
雷鹰轮滑俱乐部经过一段
时间的发展，培训学员累计
到了2万多人，其中诞生了
不少国家队队员和专业运

动员，而且在其他省市也有
了加盟俱乐部。

借着俱乐部发展的良
好势头，周玉丽又迎来了政
策上的东风。“工商制度改
革后放宽了登记条件，注册
资金由以前的实缴变为认
缴。”周玉丽说，资金方面的

本报记者 万兵

夫唱妇随：把爱好做成事业

借东风注册公司欲“起飞”

压力减小了，两口子当机立
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力
速 ’就 是 力 量 和 速 度 的 合
称。”崔永涛说起来满脸自
豪。

崔永涛介绍，之所以要
注册公司，是出于扩大业务
和经营范围的需要，之前俱
乐部只能是自身招会员培
训，但现在有了公司资质不
仅可以涉及更多的体育用品
销售，还能进行针对教练员
的专业培训。而最近一段时
间，他们的公司还主办了山
东省第三届青少年速度轮滑
邀请赛。

“和小培训班相比，最
大的特点就是更专业了。”
崔永涛介绍，目前像他们这
样在济南市体育局注册的
公司只有两家，其余的都是
以小培训班的形式存在。崔
永涛坦言，轮滑这项运动的
确门槛低，但是多数小培训

班无法满足一些学员深造
或是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周玉丽说，注册成为公
司也意味着人员、场地等各
项 成 本 的 增 加 。以 人 员 为
例，常见的小培训班往往由
几个轮滑爱好者临时自发
成立，而对一个公司来说，
就需要一部分全职人员的
存在。目前力速公司的全职
教练就有十几个，兼职教练
则有更多。

此外，周玉丽介绍，轮滑
培训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
小培训班往往只有暑假两个
月，最长也就从3月持续到9
月。由于规模小，场地有时
就在小区里。力速公司却是
一年四季都培训，并渐渐把
一些广场和学校操场固定
成为训练场所。尽管这些都
增加了成本，但夫妻俩觉得
很值。“不拼价格，靠服务赢
取客户。”崔永涛说。

把爱好做成了事业的崔永涛、周玉丽也把婚礼“安装”在轮滑上。（资料片）

崔永涛在普通体育场上指导孩子训练。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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