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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中
国足协13日宣布，U15国家男子足
球选拔队将于11月下旬组织集训，
随后赴日本拉练。

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为贯
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按照
中国足球协会工作计划，U15 国家

男子足球选拔队将于2024年11月21
日至11月28日在上海根宝足球训练
基地组织集训，并于11月 28日至 12
月9日赴日本拉练。

这是中国U15 男足 2024 年组织
的第六期集训，共有 28 名运动员参
加。球队主教练为浮嶋敏，高升担任
领队。

2015年，当刘靖康、陈永强和几
位伙伴开始全景相机创业时，他们
或许很难想象“影石创新”会开发出
在体育爱好者中流行的智能影像设
备，改变了极限运动视频的创作
方式。

2021年开始，影石公司营收连
续两年翻倍增长，2023年已接近40
亿元，充分渗透此前由传统影像品
牌主宰的欧美、日韩市场；2024年，
其在运动相机细分市场上的份额已
和领导该领域十余年的美国公司
GoPro不相上下。

高端影像硬件设备被认为是一
个壁垒深重的垄断市场，这家中国
企业之所以能打开局面，离不开一
场看似剑走偏锋的跨界尝试——拥
抱体育爱好者的需求。这一成功的
创业案例，亦是中国体育产业蓬勃
发展的缩影。

据影石公司联合创始人陈永强
回忆，涉足硬件研发，是为了解决
创业初期在教育、会议直播领域遇
到的全景、VR拍摄需求。2016年，
影石推出了第一代消费级全景相
机，这款相机在同类竞品中首次实
现了即拍即得功能，曾获得2017年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创新奖，但
从商业角度来讲却称不上完全
成功。

“（相机）卖到经销商手中后没
有迅速到达消费者。虽然一开始收
入就达到了一个月 2000 万元人民
币，但随后很快降至几百万。核心
原因在于当时的消费者对全景相机
没有概念。”陈永强说。

“2016年，消费级全景相机市场

的全球容量大约只有 3 到 4 亿美
元。要想找到更大的市场，就需要
实现差异化。”他解释道。

在市场调研中，影石团队发现
了一个“小众”但颇具前景的领域
——运动拍摄。

2017年，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滑
雪、骑行、冲浪等户外运动视频内
容已开始显见，滑雪等泛户外运动
人口处在迅速增长之中，这部分人
群对记录、分享运动场景有显著
需求。

根据当时的数据测算，全球运
动相机市场规模超过 100 亿元，并
且在逐年增长。不过，这个行业几
乎被GoPro公司垄断。由于GoPro
在当时几乎就是运动相机代名词，

“山寨”显然无法成功。因此，影石
选择了结合自身技术储备，针对传
统产品未能解决的用户需求“痛点”
进行研发。

滑雪等运动要求全神贯注，但
传统运动相机需要自拍者同时关注
取景，往往错过精彩瞬间，甚至造成
安全隐患。影石当时已初步完成了
全景相机技术积累，把全景影像先
拍摄后取景的技术和运动相机相结
合正是突破口。此外，防抖算法等
运动相机核心技术也被影石公司逐
一攻克。

刘靖康曾指出：“GoPro已经向
很多极限运动爱好者普及了什么
是运动相机，我们就是摘果子。”事
实上，现在的影石不仅摘到了垄断
者 的“ 果 子 ”，还 开 始 引 领 行 业
发展。

“像户外运动这样的垂直领域，

除了用户能够意识到的需求以外，
还有很多普遍存在但用户自身没有
意识到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建立起
我们的竞争优势，对于这种需求我
们也密切关注。”陈永强说。

“用户在过去不会因为没有这
些功能而去投诉厂家，但作为后起
之秀，我们需要持续创新。”他补
充道。

“比如‘隐形自拍杆’功能就是
我们和滑雪爱好者深度沟通后诞生
的想法。以往的滑雪拍摄创作过程
复杂、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滑雪者
想要记录自己的滑行，需要额外聘
请一位携带沉重云台和单反相机、
甚至倒着滑行的跟拍摄影师，摄影
师才是高手。这对于滑雪创作者来
说成本过高，难以实现。所以我们
就想到了让自拍杆隐形，不仅可以
把现场 360 度的内容全部记录下
来，还能实现自拍如跟拍、甚至无人
机拍摄的效果。”

除了“隐形自拍杆”，影石通过
与运动爱好者深度交流开发出的创
新功能还包括智能数据仪表、子弹
时间等。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借
助这些功能拍摄的运动影像内容已
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画面。对于视
频内容的后期制作，影石开发的高
光时刻、AI剪辑功能更是大幅降低
了普通创作者的门槛。

“在过去，一些国外网站剪辑一
条GoPro视频要价好几十美元……
一旦使用了我们的这些功能，他就
回不去了。”陈永强说。

据刘靖康介绍，影石的营收体
量在 2017 年只有 GoPro 的四十分

之一，在2024年上半年已实现反超。
现在，影石不仅是全景运动相机的代
名词，也在扎实巩固传统全景相机市
场，销售份额占比自2018年起连续六
年稳居全球第一，2023年市场占有率
达67.2%。

目前影石公司的国内外授权专利
达700多项。在2021年，影石荣获了
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深圳市科
学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2023年
还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中国专利
奖”。

在体育产业发展、体育自媒体内
容爆炸式增长的当下，除了影石之
外，国产的大疆、AKASO等运动相机
品牌也获得了消费者认可。弗若斯特
沙利文咨询公司的行业研究报告指
出，由于更具创新、更贴近用户需求，
中国运动相机品牌已呈现对欧美产品
的替代之势。

“随着滑雪、骑行、冲浪等户外运
动的兴起，同时政策层面也越来越支
持体育产业尤其是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因此我们相信全景相机和运动相
机市场肯定还将继续蓬勃发展。”陈
永强表示。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印发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2022-2025年）》提到2025年中国
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目标是超过3万
亿元；最近国办印发的《关于以冰雪
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
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冰雪经济总
规模达到1.5万亿元的目标。这给了
我们很大鼓舞。”他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一场向体育产业的“全景”跨界何以成功
新华社记者 卢星吉

11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男子大跳台
比赛冠军杨昊回到母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卧牛河镇中心校，与学
生共上体育课，推广大众冰雪运动，传递体育精神。

图为杨昊（右一）在扎兰屯市卧牛河镇中心校操场上与学生一起踢足
球。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全冬会冠军进校园

中国 U15 男足选拔队将组织集训和赴日拉练

（上接第一版）日常生活中，广大僧
人积极响应管委会的号召，不仅在
宗教领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主
动参与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来，
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爱教精神，为
构建和谐稳定的宗教环境贡献力
量。”

哲蚌寺，作为我区宗教和顺、社
会和谐、民族和睦的典范，同时也是
藏汉民族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其
丰富的文物与典籍珍藏，生动记录
了西藏与祖国紧密相连的历史篇
章。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哲
蚌寺致力于珍贵文物的保护与活化
利用，向年轻一代传递西藏自古以

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以及各民族长期和谐共生的历
史真谛。

在此指引下，哲蚌寺陆续挂牌
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哲蚌寺分
馆、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哲蚌
寺古籍分馆、西藏自治区非遗保护
中心哲蚌寺分馆，完成了超过 800
册古籍的修复、保护及数字化建设，
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同时，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号召，以哲蚌寺为平台，深入挖掘
整理“穆隆元善”牌匾、“输诚向化”
牌匾、珍贵铜镜、中央代表团赠送的
贺幛、红色蓄水池等历史遗迹与文
物，讲述哲蚌寺在维护国家统一、促

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感人故事。通过
这一系列举措，哲蚌寺不仅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
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
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今年9月，哲蚌寺管委会荣获
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
号，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加强民族团结各项工
作。哲蚌寺有大量的文物，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哲蚌寺并发
表重要讲话以来，我们深刻认识到
发挥文物作用、加强文物保护对于
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为此，我
们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加强文物保
护工作，同时致力于发挥文物自身

价值。特别是对于母版经和古籍等珍
贵文物我们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目
前，正紧锣密鼓地对1000余个文物古
籍进行细致入微的修复工作。”哲蚌
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阿旺群增说。

其美罗布表示，下一步，哲蚌寺管
委会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以“四条标准”“三个意识”教育
活动为抓手，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
向，认真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切实
增强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巩
固拓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成果，
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
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上接第一版）“我们的拳头产
品七十味珍珠丸去年销售额已破亿
元大关。下一步，我们还要从加强
党建引领、强化科研创新、实行精细
管理等方面发力，努力实现快速发
展。”甘露股份董事长格勒巴桑表
示，“今年内地销售额增长率已达
25%以上。目前甘露的市场份额在
自治区内外各占一半，我们正积极
拓展市场，寻求海外机会。”

收入增长激发消费新活力

拉萨市东郊的万达广场，周末
人群络绎不绝。潮玩泡泡玛特店
内，不少人在展示柜前驻足挑选。

越来越多的品牌连锁店在西藏
开业，霸王茶姬、海底捞等餐饮品牌
布局雪域高原，迷蓝、卓番林等本土
服饰、文创品牌也纷纷涌现。

前三季度，西藏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1777 元，同比增长
8.1%。收入稳步提升，伴随而来的
是西藏消费市场的信心和活力。

由于高原气压低、烹饪不易熟，
西藏群众喜爱使用专门的高原炊
具。“使用这种高压锅，单手操作就
可以泄压，不烫手、不喷溅，锅盖会
显示温度。”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高久和介绍说。

2023年，69万只高原炊具走进
农牧民家中。今年，西藏共安排6443
万元支持高原炊具产品以旧换新。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石成华
说，今年9月，自治区统筹超5亿元资
金支持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
包括汽车、家电、动力电池、高原炊具
等产品；截至10月底，已累计使用资
金4.3亿元，直接拉动消费增长35.52
亿元。

对外贸易迎来新变化

西藏定结县陈塘镇中尼传统边贸
点上，110家中方商户和47家尼方商
户展示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日用
百货、农特产品、工艺品等。

西藏是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
通道。今年前三季度，西藏边境小额
贸易进出口 26.15 亿元、增长 48.1%，
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0.34亿元、增长
32.3%。

拉萨贡嘎机场正式更名为“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赋能国际货运；日喀
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封关启
用……今年以来，一个个变化彰显西
藏对外贸易的向好势头。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西藏自
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84.36 亿元，同
比增长10.2%。

“2024年以来，西藏持续扩大有效
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有力强化要
素支撑，前三季度，全区经济运行平稳
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延续良好增长态
势。”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平
说。 （新华社拉萨11月12日电）

提振消费 平稳向好

（上接第一版）王强强调，城市
水系是城市的“血脉”和“灵魂”，关
乎城市功能品质和长远发展，要本
着对历史、对事业、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抓好水系工程项目。要
科学谋划，深入论证。水系建设，
规划先行。要结合水系走向、流量
大小等实际，统筹考虑水源循环补
充、后期清理管护、周边环境协调

等因素，对现有设计方案再完善、
再优化，及时打好“补丁”，逐一研
究论证，确保规划设计符合拉萨实
际、市民期待。要实地踏勘，现场
办公。坚持用脚步丈量现场，把各
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该清理的清
理、该修复的修复、该撤换的撤换，
紧盯关键部位，做好细节衔接，把
握整体成效，确保落地效果与设计

效果一致，让拉萨的水系更丰富、
更有活力。要精细施工，注重工
艺。要以“绣花”的功夫推进项目
建设，结合高原实际优化工序流
程，提升工艺水平，注重每一处细
节，以精细、精心、精致、精湛、精美
的理念把水系建设好。要履行责
任，严格监管。水利、林草、住建等
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责任，厘

清各自职责，强化设计、施工、验收、
运行全过程监管、全方位跟踪督导，
把好质量关、效率关、廉洁关，确保工
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效果，切实把
水系工程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
验的优质工程、精品工程。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江新，
副市长陆从福、洛色，市政府党组成
员陆文忠出席相关活动。

打造以拉萨河为脉 辐射中心城区全域水系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