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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专业教练、饲养师、兽医、管理员，花费不少

我市这些马术俱乐部是如何运作的
透过荧屏，不少人曾

幻想过头戴黑色头盔、脚
踩马镫、手握缰绳，在沙场
上英姿飒爽地奔驰。

与之相对应的一项运
动——马术，将这种幻想
变成可能。马术是奥运会
比赛中唯一一项人与动物
合作共同完成的运动，也
是当下引领时尚消费的全
民健身项目。在我市，已
有四五家马术俱乐部悄然
兴起。近日，记者走进西
溪 跑 马 场 ，一 睹 骑 士 们

“马”上的世界。

整洁的马靴、高大的马棚、宽阔的
围场⋯⋯这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西溪
的金顺帆跑马场。

4 日下午，记者来到金顺帆跑马
场。马场紧邻西溪影视基地，背靠西
山风景区，共占地 138 亩。其中，长
800 米、宽 12 米的超大椭圆形赛马跑
道引人瞩目，跑道上密密麻麻的马蹄
印，显示着平日这里马儿奔跑的景
象。除了室外的赛马跑道外，马场还
有一个 10 米乘 10 米的室内圈，和一
个15米乘15米的调教圈。

不过当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并
没有在跑道上看到马匹。走进马房，
长长的走廊两侧，居住着十余匹马。
似乎是听到有人走入，数头马伸出高
高的头颅，对着记者哈着热气。

“多多，吃草。”马房内，一名饲养
人员正在喂食草料。另一边，还有一
名工作人员在清扫马棚。能注意到，
不少马儿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马过冬也需要防寒，
这些盖在马身上的毛毯是用来保暖
的。

像名叫“多多”的温半血马一样，
马房内的每一匹马都有独属的名字。
在每一个马棚外的马栏上，都专门挂
着一块马牌，上面标注着马主、原产
地、品种等信息。“现在马场共有18匹
马，主要来自北京、伊犁和俄罗斯等
地。”马场负责人周小航告诉记者，这
些马的品种也各有不同，有英半血、温
半血、伊犁半血、奥尔洛夫、阿拉伯
等。其中，最贵的为阿拉伯马，价值十
几万，此品种的马也多被用于赛马比
赛。

马术被称为“贵族运动”，不仅马
匹本身十分昂贵，马匹的运输、饲养等
环节也繁琐而费钱。“饲养一匹马的成
本一个月在4000元左右。”周小航说，
马一天要吃 4 餐，从早上 6 点开始就
要喂食，食物中不仅要有一般的草料，
还需要加工过后的精料。除了饲料费
外，一匹马还需要由专业的教练、饲养
师、兽医、马房管理员等专业人员精心
看护，花费不少。

在我市，马术运动算得上是一项新
兴运动。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市马场只
有四五家，而且多是近几年新建的。

其实，早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
时候，马术就借助民间力量与奥运马
术大家庭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随着
政策的大力支持，资本和市场等多方
面因素的共同推动，近年来，国内的马
术发展可谓高歌猛进，马匹进口数量
和国内马术俱乐部的数量均有大幅提
升。中国全年马术赛事超过百场，办
赛团队日益完善，骑手数量增长迅速，
世界顶级骑手们争相前来中国参赛。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下发，马术被列入“大力支持发展”的
健身休闲项目。2016 年，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将
马术列入积极培育的时尚休闲运动项
目。据了解，从 2008 年到 2018 年十
年间，中国马术俱乐部从 300 余家爆
发增长至 1902 家。当下，全国马术参
与者已经突破百万人。百万马术爱好
者中，经常参与马术运动的人口占比

高达 52%。其中，青少年马术爱好者
和马术训练学习者则占66%。

基于市场前景，周小航负责筹备
的永康马术培训站孕育而生。据周小
航介绍，金顺帆跑马场在之前是很少

对外开放的，除了几位马主外，主要都
是朋友过来玩玩，他自己担任教练。

“18 匹马中，近半数是马主寄养的，最
多的一位马主有4匹马。”

早期马场中的马还有一大作用，
那就是给不远处的西溪影视基地充当

“演员”。以往剧组在影视基地中拍摄
古装戏时，就需要从横店运送马匹过
来。现在，马场距离影视基地不到
1000 米，对于剧组拍摄来说，省力不
少。

马术运动中蕴含着诸多的好处，
这也是周小航喜欢马术文化的原因之
一。周小航说，保持长期骑马的人士
大都身强体壮、身型挺拔、精力充沛。
骑马是非常理智的行为,一个胆小脆
弱的人,通过骑马可以坚强起来；一个
冲动浮躁的人,通过骑马可以抑制他
的狂躁情绪。而且，不仅成人适合骑
马，对于孩童来说，骑马还能培养孩子
的性格、气质、体魄和礼仪。通过马术
运动,孩子可以观察马、了解马,跟马
沟通,培养合作意识、独立精神、拼搏
精神。

“好久不见，我来了！”换上马术装

备的李文，心情愉悦，快步走进马场，

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轻轻抱了抱她的

马术伙伴。李文是一位马术爱好者，

两年前，她第一次接触马术，现在已经

热爱上马术。

开始训练前，教练先在场地里带

着马儿热身。场外，李文则是换上了

自己特意高价购买的全套马术护具

——黑色的头盔、白色的手套和护腿

马靴，显得英气逼人。“今天练习轻快

步。”从教练手中接过缰绳，李文迅速

骑上马背，开始了她与马儿的快乐时

光。马背上的李文，满脸自信，她轻提

缰绳，在一圈又一圈的轻快步练习中，

享受着独特的驾驭感。

其实，起初面对比自己还要高的

骏马，李文直言，她还是感到有些害怕

的。“我是从抚摸和喂食开始的，一步

步与马建立感情。”李文告诉记者，马

很聪明的，它要是知道你害怕它，就会

“欺负”你，比如往下低头，往栏杆上蹭

你的腿之类。

“马是有感情、有感觉的动物，你

需要不断和它沟通交流。尽管马不能

说话，但你越懂马，马就越懂你。”余华

在《在细雨中呼喊》一书中的那些话，

李文特别认同。尽管要带孩子，还要

打理生意，但李文每周都会挤出一两

天的时间和她喜爱的马儿待在一起，

享受她的马术时光。

20年前，李文也许还想不到，有一

天马术会成为自己生活里这么重要的

内容。

“那是我第一次骑马，在公园里，

是别人拉着马儿，我就坐在马背上绕

两圈。”回想起 12 岁那年，那种孩童时

代的简单快乐，李文记忆犹新。

“那时候很喜欢，爸爸妈妈就经常

带我去骑马，几块钱就能来回溜达一

两圈。”从那时候起，骑马成了李文脑

海里挥之不去的快乐记忆。直到几年

前，再次接触到马术，她的骑马情结似

乎一下子被激活了。

半天下来，李文早已大汗淋漓，但

满脸的笑容流露着充实与快乐。比起

她曾经喜欢过的羽毛球、瑜伽等运动，

李文唯一放不下的便是马术。用她的

话来说，别的运动仅仅是一种运动，而

马术不一样，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生

活方式。

我市已有一批马术运动粉丝

我市马术产业方兴未艾

周小航在西溪影视基地训练

18匹骏马
来自三地品种不同

金顺帆马房内景一角

□记者 吕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