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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上接第一版）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设置68个项目、共计150余个赛事活动；各项赛事活动累计报名参

与人数突破1396万人，累计颁发参赛证书327万余份；50余家互联网平台、

体育总局系统10个运动项目中心和39个单项协会、10个省市体育部门

参与……这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合部

分运动项目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省（区、市）体育部门和互联网平

台共同开展的“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交出的亮眼的成绩单。自2022年4月

28日正式启动以来，“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以体育在线服务的方式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有效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极大激发了

群众居家健身、追求健康的热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22年9月25

日，该项运动会正式结束所有赛事活动。

社区运动会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统筹指导和精心设计下，线上线下相结合、全社会参

与、多项目覆盖、多层级联动的社区运动会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相比于其他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社区运动会体现了重在基层、重在身边、重

在多样、重在特色的特性，鼓励城乡基层社区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各具特色、

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社区运动会搭建起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活

动平台，让更多人参与运动健身，也是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重要抓手，以此加大全民健身的基层服务供给，可以让广大群众有

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

体育总局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2022年下达场馆免

费低收费开放中央资金补助10.8亿元，补助2180个公共体育场馆，提前下

达2023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10.8亿

元。根据各地报送的信息数据测算，这些场馆覆盖到全国近1400个县级行

政区域，场馆核心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场地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受

益人次超过4亿。持续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综合试点。在江苏、浙

江、湖北、宁夏、辽宁、广西六省（区）持续推进场馆开放使用综合试点工

作。在反馈有效数据的65家试点场馆中，50家（76.9%）提供国民体质监测

等运动健康服务，60家（92.3%）开展运动促进健康宣传教育，进一步破解

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社体指导员志愿服务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健

身活动的组织者、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者、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他们

深入一线，利用专业能力，依托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等

场所，结合课后服务、寒暑假、全民健身日等时机，开设科学健身讲座、健

康教育课、健身指导培训，并开展线上线下志愿服务，传递科学健身理念

和方法，提升人民群众对科学健身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青少年体育与体教融合

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日益丰富，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主办的“奔

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走进校园、家庭、公园、社区、乡

村。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成功举办，赛事打破参赛限制和壁垒，体

校、学校、俱乐部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均可自由参赛。国家体育总局不

断完善青少年健康促进体系，围绕健康第一的理念开展体质健康的体育

干预行动，实施青少年“健康包”工程，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全面

提高。

在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的同时，今年也是“双减”政策落地的一年。

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设了系列兴趣课程，篮球、健美操等体育运动

课程，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增强了学生的体质。不仅如此，在学生

的作业清单中“体育作业”不再陌生，有的学校还会要求学生在假期学习

一项新的体育技能。

科学健身抗击疫情

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体育战线勠力同心，搭建赛事活动平台，

推广科学健身方法，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增强广大群众防病抗病能力，以

体育方式推动“人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贯穿全年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不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培养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也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数据显示，

截至11月30日，2022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全国达标率90.23%，较2021年

的87.97%提高了2.2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体育战线加大科学健身指导供给力度，总局官网开设了

“科学健身指导”专栏，设置居家健身科普视频、首批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不同人群科普动画、科学健身公益推广视频等栏目，发布权威、正确且内

容丰富的健身指导系列作品。全国各地也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推广科学健

身知识和方法。

93个世界冠军、11项世界纪录

2022年，我国运动员共在21个项目上获得93个世界冠军，分别是速度

滑冰1个、短道速滑2个、花样滑冰1个、自由式滑雪4个、单板滑雪1个、射击

12个、赛艇1个、皮划艇静水1个、举重19个、跆拳道2个、田径4个、游泳1个、

跳水21个、花样游泳4个、体操3个、蹦床1个、乒乓球2个、羽毛球2个、象棋2

个、国际象棋1个、蹼泳8个；其中，奥项世界冠军51个、非奥项世界冠军42

个。射击、举重、游泳项目7人4队11次创11项世界纪录，其中奥项4人1队5

次创5项世界纪录、非奥项3人3队6次创6项世界纪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达3748个，创世界纪录

达1374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达3724个，创世界

纪录达1200次。

命名与表彰

2022年全国体育局长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命名第一批全民运动

健身模范市（区）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共有31个地区被授予荣

誉称号。被命名的31个市、区、县体现了“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全民健身

规划科学完备”“全民健身政策体系健全”“全民健身投入机制健全”“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充足”“全民健身社会广泛参

与”“全民健身激励措施到位”等创建标准，实现了“以创建促引领、以创

建促民生”的良好效果。

全国体育局长会上还对2022年度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

获得者进行了表彰，决定授予李冰洁等141名运动员、王爱民等94名教练

员2022年度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授予张雨霏等110名运动员、崔登荣等57

名教练员2022年度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新征程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各项目国家队全面投入备战，在训练比赛中强

弱项、补短板，为巴黎奥运会积蓄力量。

中国跳水“梦之队”包揽了布达佩斯世锦赛全部13个项目的金牌，

再次刷新了世锦赛最佳战绩。在德国柏林跳水世界杯上，“梦之队”包揽

了参加的全部8个奥运项目的金牌。

中国乒乓球队不仅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澳门冠军赛、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新乡WTT世界杯等大赛中延续稳定表现，更是

在成都世乒赛团体赛上，实现了男团十连冠、女团五连冠。

开罗世锦赛，国家步手枪队奥运项目收获4金3银3铜，夺取本次世

锦赛的全部8个奥运席位，8个奥项团体斩获5金1银1铜，创、破5项世界

纪录，总成绩28金16银15铜，牢牢占据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

中国羽毛球队共计参加了23站各级别赛事，获得46个冠军，其中在

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级别以上赛事拿到36个冠军，位居各队之首。

世锦赛在一共参加的4个项目中都有奖牌入账，获得2金1银2铜，奖牌和

金牌数量位居各队之首。亚锦赛国羽斩获了3金1银2铜。

中国举重队在哥伦比亚世锦赛上，交出19金8银7铜的成绩单。李发

彬以175公斤的成绩打破奥运级别男子61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年仅17

岁的少年选手裴鑫依在女子64公斤级包揽3金，将该级别3项世界少年

纪录刷新。

利物浦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体操队取得3金2银的成绩。男团挑

落强敌问鼎，第一时间拿到巴黎奥运会入场券；邹敬园在双杠、吊环单

项收获一金一银，“邹敬园十字”在吊环项目载入史册；韦筱圆蝉联女子

高低杠金牌，为女队备战巴黎提振了信心。

新突破

尤金田径世锦赛上，冯彬第一次投掷就投出69.12米，刷新个人职业

生涯最好成绩夺得女子铅球冠军。王嘉男则凭借最后一跳8.36米的成绩

夺得男子跳远冠军，成为中国首位获得男子跳远世锦赛冠军的选手。朱

亚明则在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收获一枚铜牌，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世

锦赛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上获得奖牌。

郑钦文在全面征战巡回赛的首个赛季四大满贯赛事中都至少闯入

第二轮，法网更是挺进16强，最终获得WTA年度最佳新人奖。她也是该

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球员。中国男网也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吴易昺在美网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首胜，并最终闯入第三轮，张之

臻则成功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

我国攀岩项目早早启动了杭州亚运会与巴黎奥运会备战，在总共

参加的三站世界杯赛上共收获5金3银2铜，涌现了邓丽娟、龙金宝、龙见

国等一批优秀选手。

新挑战

新周期新挑战，巴黎奥运会在举重、花游、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进

行了赛制、规则等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2024年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参赛标准，男女百米的达标成绩分别

是10秒00秒和11秒07，200米分别为20秒16和22秒57，男女马拉松的达

标成绩分别为2小时08分10秒和2小时26分50秒，男女铅球分别为21.50

米和18.80米，男女标枪分别为85.50米和64米，男女跳高分别为2.33米、

1.97米，撑竿跳高分别为5.82米、4.73米。参赛标准较上个周期明显提高，

中国田径获取奥运席位的压力陡然增高。

哥伦比亚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巴黎奥运周期举重项目奥运级别调

整的背景下，征战波哥大平均海拔2600米的高原赛场的中国举重队，通

过比赛了解了新周期对手的实力分布，找到了自身备战中存在的问题，

将在接下来的备战中继续强化“赢”的能力。

利物浦世界体操锦标赛，新规则对难度和完成情况的认定更加严

苛，新规则实行的第一年对动作质量的扣分也更加严苛。

东京奥运会上卢云秀和毕焜争金夺牌的RS：X级别，被水翼帆板

iQFOiL取代，这个小项并未在国内大规模开展，难度可想而知。

花样游泳项目，新规则对节目时长和动作编排、技术动作的难度、憋气

时长等都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托举动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巴黎奥运会上，集体项目将在过往的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两套节目的基

础上，增加技巧自选，也就是此前的托举自选节目的比拼。而托举自选并不

是中国队的强项，中国花游的姑娘们正努力向更高难度发起挑战。

国际自盟对场地自行车项目实施了多项改革，为推广项目将赛期由

冬季改为夏季。另外中国优势项目女子团体竞速赛在巴黎奥运会上将发

生较大调整，由2人2圈改为3人3圈。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需要

进一步提升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狠抓赛风赛纪

赛风赛纪是体育工作生命线。8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全国体育

系统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警示教育会议，对做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

作再部署再强调再要求。组织开展部分全国体育赛事和省（区、市）运会

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专项督查工作，对队伍思想道德教育、赛场组织管

理秩序、比赛规则和程序执行、运动员参赛资格审核、裁判员选派和执

裁、违反赛风赛纪问题处置，以及反兴奋剂、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内容进

行督导检查，以查促改。

冬训砺铁军

面对新周期的困难和挑战，各项目国家队在作风建设、强化体能等

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严肃赛风赛纪，打造能征善

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

国家田径队冬训的第一课就是军训，不仅磨炼了意志、强化了凝聚

力和执行力，也为冬训高质量训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步手枪射击

队在西安进行冬训，全队以问题为导向，瞄准荣誉、境界、标准、付出、自

律、学习和坚持七个关口，狠抓体能，不断提高基础能力和综合竞技水

平，潜心备战。中国羽毛球队通过军训，磨炼意志品质，为冬训夯实思想

和作风基础。

国家游泳队一直持续强化体能训练，针对性地定期开展体能大比武。测

试项目围绕游泳项目所需提升的体能和专项能力展开，运动员们在新鲜有

趣的测试项目中查漏补缺，不断提升体能水平，促进专项能力的提升。

新一届中国女排成立后，新任主教练蔡斌为队伍打造出一套既符合

世界女子排球发展潮流，又继承发扬中国女排快速、全面、多变传统的技

战术打法。

国家体操队在11月底进行了军训，队伍以强化作风建设为抓手，取得了

明显实效，为顺利完成今年的冬训任务夯实了思想基础。今年冬训，队伍的

目标是继续发展难度、改进编排、强化质量，回炉基本功，强化体能，提升打

赢实力和能力。

青春自信

勇挑重担，青春力量绽放赛场。攀岩项目涌现了一批年轻队员，在速

度赛项目上斩获世界杯金牌的男运动员龙见国、龙金宝以及女选手邓丽

娟均为20岁左右的年轻选手，他们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迈以及对

于项目的倾情投入，在训练中不断提升自我，在比赛中勇敢无畏，不断创

造优异成绩。而在攀石项目上，16岁的小将骆知鹭在意大利布里克森世

界杯赛场大放异彩，首次参加世界大赛就收获铜牌。

场地自行车项目上，伴随着钟天使淡出赛场，鲍珊菊很好地接过了

接力棒，在法国巴黎进行的2022国际自行车联盟（UCI）场地世锦赛上，鲍

珊菊领衔队友郭裕芳及小将苑丽颖以46秒631的成绩，勇夺女子团体竞速

赛的银牌。苑丽颖只有17岁，年轻代表未来和希望。

第一次参加长池世锦赛的18岁泳坛小将潘展乐在布达佩斯世锦赛

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游出了47秒65的成绩，追平了全国纪录。在墨

尔本短池游泳世锦赛上，他在1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45秒77的成绩刷新该

项目短池亚洲纪录。

开罗世锦赛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共派出47名选手，包括36名“00后”，其

中13人参加成年组比赛，超过成年组参赛选手的半数。16岁黄雨婷是中国

队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世锦赛她收获2金1银。10米气步枪混团金牌赛，黄

雨婷/杨皓然完全压制住韩国对手，黄雨婷11发射击仅有2发低于10.5环，

最终中国队以16比6击败韩国队。黄雨婷还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

牌、女子10米气步枪银牌。

2000年出生的羽球小将张殊贤与郑雨搭档的女双，成为今年除了国羽

头号女双主力陈清晨/贾一凡之外，国羽女双表现最好的组合。“余弦组合”

在2022赛季斩获1冠3亚，世界排名从年初几百名开外提升到目前的第6位。

女子铅球小将宋佳媛，在世锦赛前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到了20.38

米，在尤金田径世锦赛上以19.57米的成绩获得第六名。

2022年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中国17岁小将裴鑫依包揽女子64公斤级

三枚金牌，并以抓举105、挺举128、总成绩233公斤大幅刷新三项世界少年

纪录，在总成绩上将原纪录提升了11公斤。比赛中裴鑫依六把试举五把

成功，其沉稳霸气的比赛作风，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老将坚守

坚守赛场，老将彰显榜样力量。34岁的“双圈大满贯”得主马龙在2022

赛季乒乓球国内外大赛中持续稳定发挥。在成都世乒赛团体赛中发挥

“定海神针”作用，与队友共同捧起了男团奖杯，帮助中国队实现了男团

十连冠。

尤金田径世锦赛上，老将的表现同样非常抢眼。巩立姣摘得女子铅

球银牌，女子竞走老将切阳什姐一人拿下两块铜牌，成为首位在一届田

径世锦赛赢得两枚奖牌的中国选手。

30岁的中国女重选手朱明叶，在东京奥运会后选择了坚守，在爱沙尼

亚首都塔林进行的2022-2023赛季国际剑联女子重剑世界杯个人赛争夺

中，朱明叶勇夺铜牌，这也是中国击剑队在新赛季收获的首枚奖牌。

不论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32岁的王珊珊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

用。女足亚洲杯上，担任队长的王珊珊为队伍打入五粒进球，荣膺最有价

值球员。随后，王珊珊在国内比赛中加盟北京女足，根据球队需要既能打

前锋、又能打中后卫，帮助北京女足先后夺得了全国锦标赛亚军和女超

联赛季军。

“村BA”与“背篓少年”

2022年涌现出来的“村BA”、网球背篓少年等现象级体育事件，充分

展现了草根力量所蕴含的强大潜力、活力和张力。

佤族网球少年王发因为与众不同的球包背篓火遍全网，让人感动的

是他通过网球走出大山，鼓励更多少年通过体育改变命运。如今王发的

弟弟也拿起球拍，“背篓少年”已变成“背篓兄弟”。

贵州省台江县的乡村篮球比赛向人们展示了乡村篮球的魅力，“村

BA”成了火爆网络的热词。乡土情怀和体育魅力以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

提高人们对体育需求的不断提升，成为推动“村BA”发展的重要动能。

女篮女足顽强拼搏鼓舞人心

2022年对于三大球来说，既有收获，也有反思。

中国男篮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在2022赛季完成了世界杯预选赛各窗

口期的比赛，提前拿到了世界杯正赛资格。中国男排时隔十年重夺亚洲

杯冠军，张景胤荣获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

2022世锦赛，中国女排取得了第六名，拼出了精气神，让大家看到了

新一届中国女排年轻队员们身上的闪光点和潜力。

2022年，中国女篮留下多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夺得世界杯银牌，每一

个人都拼出了全部的能量。面对困难中国女篮始终不放弃，立足于拼，在

国际赛场上展现出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人动容。

中国女足亚洲杯勇夺冠军。从东京奥运会失利到重新登上亚洲之

巅，中国女足在淘汰赛中一次次经历逆转取胜的过程，凭借顽强拼搏的

精神和过硬的比赛作风，“铿锵玫瑰”再次绽放。

米兰冬奥会备战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结束，中国冰雪正式进入“米兰周期”的备战。

国家体育总局按照“收缩战线、突出重点、精兵备赛、梯次安排”的原则，

全面做好米兰周期各项备战备赛工作。

2月24日，距离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刚刚过去4天，越野滑雪运动员王强

就出现在芬兰赫尔辛基的赛场上；中国男、女冰球队双双在世锦赛中以

全胜战绩升组、升级，赢得开门红；钢架雪车新赛季欧洲杯挪威利勒哈默

尔两站比赛中，朱海峰连续两日连下两金鼓舞士气；宁忠岩战胜压力，新

赛季每站世界杯比赛都有奖牌入账；以锻炼新人为主要任务的新一届短

道速滑集训队多次登上领奖台，李文龙、林孝埈、张楚桐等成长为中国短

道速滑新的中坚力量。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现实

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变为现实后，2022年，群众冰雪

运动得到持续发展。

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拉开大幕，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群众喜闻乐

见的冰雪赛事和活动，群众冰雪运动形成全国联动。冬奥场馆对外开放，

让更多群众可以亲身体验到“冬奥冰”“冬奥雪”。冰雪健儿们投身到推广

冰雪运动的行列中，呼吁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继

续进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验。冰雪大篷车继续开进全国各地，来到百

姓身边。冬奥会后的第一个雪季已经开启，国内各大滑雪场软硬件升级

改造，吸引更多滑雪爱好者的到来。通过“夏轮冬冰”扩大滑冰和轮滑人

口，为滑冰运动提供后备人才储备。

短道速滑、速度滑冰集结组队

9月26日，由张晶担任主教练的新一届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在京成

立，队伍包括17名运动员、13名教练员，这是米兰周期中国冰雪的首支

国家集训队。10月21日，短道速滑国家队从北京启程，开启新赛季征程。

在已经结束的四站世界杯和四大洲锦标赛中，中国队获得2金3银2铜共

7枚奖牌。

9月30日，由22名男运动员和12名女运动员组成的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

成立，李琰任总教练兼领队。自11月5日出征新赛季比赛以来，速度滑冰国家

队在四站世界杯和四大洲锦标赛中已经获得3金3银3铜共9枚奖牌。

体育消费

多地密集派发体育消费券，成为拉动体育消费的一大方式。上海计

划2022、2023年总计发放4000万元，专项组织开展体育消费券配送，支持

700多家各类体育场馆向市民优惠开放；2022年，河北省安排发放体育消

费券500万元，对群众在指定场馆进行健身运动消费进行补贴，补贴比例

最高50%；四川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连续三轮发放10000余张体育消费

券，活动惠及超过2.4万余市民；河南发放2022年度总额为600万元的体育

健身优惠券；湖北分两轮四批次发放1亿元“惠动湖北”体育消费券。

“双十一”作为网络平台购物节的代表，由天猫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双十一”跑步服装销量同比去年首小时增长45.2%，露营同比增长

115%，骑行同比增长89.7%，滑雪同比增长61.9%，轮滑滑板同比增长

147%，新兴运动同比增长142%，登山装备同比增长81.2%。

一“墩”难求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后，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火了。在很多奥运特

许商品店里，“冰墩墩”的摆件早已卖光下架。

大年初五，很多人凌晨就来到北京王府井的特许商品旗舰店门口排

队等候购买手办盲盒和毛绒玩具，但仍然有人“冻成‘冰墩墩’，也没抢到

‘冰墩墩’”。一“墩”难求很快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语，也成为北京冬奥会特

许商品在国内热卖的生动缩影。

10月20日，国际奥委会发布《北京冬奥会市场营销报告》，其中特别称

赞了“冰墩墩”相关的特许商品。报告显示，从毛绒玩具、手办、钥匙扣到

徽章等，“冰墩墩”销量占到北京冬奥会全部特许商品销量的69%。在冬奥

会期间，“冰墩墩”吉祥物毛绒玩具销量为140万只。截至今年5月，“冰墩

墩”吉祥物毛绒玩具的销量达到520万只。

国牌崛起

今年8月，安踏、李宁、特步、361度等国产体育品牌陆续发布2022年上

半年业绩报告，国产体育品牌顶住了压力，销售收入均有所提升。尤其是

安踏在国内市场的营收首次超越耐克，李宁的营收首次超越阿迪达斯。

8月23日，安踏发布2022年上半年业绩报告，共实现营收259.65亿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8%，实现净利润35.9亿元。安踏上半年的营收，已

经超越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的营收，首次坐上国内体育鞋服市场

第一的宝座。

李宁在8月12日发布的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营收同比增长21.7%至

124.09亿元，净利润同比上升11.6%至21.89亿元。对比2020年上半年61.8

亿元的营收，李宁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营收翻倍。

户外运动

城市骑行、掷飞盘、划桨板……一些“小而美”的户外运动今年开始

流行起来。

2022年，马蜂窝发布的体育旅游主题报告显示，骑行成为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旅游出行的方式。“618”期间，京东商城平台上，自行车零配件成

交额同比增长100%，骑行穿戴装备成交额同比增长80%；整个骑行品类预

售订单额同比增长240%，在中高端品类中，尤其是成品自行车的销量猛

增。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22年上半年，成都人自行车骑行总公里数达

到1.7844亿公里。

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在西安举行，吸引了近400人参赛。在一项

运动中同时满足娱乐、社交、健体、减压等多方面需求，飞盘具备了这些

属性。

携程发布的《2022年国庆假期旅游总结报告》显示，在周边游趋势带

动下，不少亲水目的地的桨板、皮划艇、帆船等水上运动项目颇受游客欢

迎。据迪卡侬相关负责人介绍，桨板今年销量增长高达145%，相关的附件

类产品销量增长超过200%。

露营装备

今年以来，露营一直站在旅游经济“逆势增长”的风口上。以帐篷

等户外装备为主营的上市公司牧高笛，其营收、利润规模近两年持续

增长，2022年前三季度营收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达到11.58亿元；户外

品牌骆驼在“双十一”期间，旗下露营装备全网销量同比增长380%，其

中，基础装备类目下的天幕、帐篷，增速最为明显，分别为1300%和

220%。

多种露营相关产品相比去年同期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京东大数据

显示，露营装备销售增长97%，露营家电销售增长152%，露营厨具销售增

长214%，露营桌椅销售增长234%。

此外，近三年线上露营装备在户外运动市场的消费金额占比逐年上

升，中国品牌占据市场超过八成份额，新品牌不断涌入。

区域协调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2

年，随着国家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育赛事作为

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跨区域体育产业联动发展的重要抓

手，所在区域的体育部门也在积极探索跨区域办赛模式。

9月8日，第二届长三角体育节在江苏无锡开幕，面向长三角地区全

体运动爱好者，将持续举办到12月底。2022（第二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

年华于7月16日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启动。本届嘉年华围绕冬奥场馆赛后

利用，重点推出了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广泛，覆盖“全域、全季、全民”的赛

事活动。3月，广东省体育局和广东省教育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

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广东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青少年体育发展机制，协同港澳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比赛联合办赛

机制。据悉，目前广东已从高尔夫、自行车、网球、棒球等市场化程度高的

项目入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赛事品牌。

示范基地

5月，2021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选结果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的命名和

认定，新一批9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19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和5

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成为体育产业“国家队”新成员。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包含：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按行政区划，以县、

市、区或县域集群为单位；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以体育产业重点领域

的知名企业或组织机构为单位；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则以持续运营的

优秀体育产业活动或赛事项目为单位。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累计有

79个示范基地、141家示范单位和109个示范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12月初联合发布通

知，公示2022年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名单，全国共14家单位入选。入选

单位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富龙四季小镇、黑龙江省牡丹江镜泊湖风景名胜

区、浙江省杭州千岛湖景区等，涉及户外运动、冰雪运动、水上运动等多

种运动体验项目。

智慧升级

健身器材厂商在智能健身产品研发方面不断推新，室外多功能健

身房、景观健身凉亭、智慧体育公园等爆品不断涌现。智能化的升级让

健身产品的功能更加丰富，使健身器材产品更聚焦细分人群。智慧化赋

能后，越来越多的健身器材具备了“健身指导”功能，在记录健身数据的

过程中提升健身趣味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用户对运动强度的

需求。

除了传统的智能跑步机，具备智能交互功能的家用健身产品类别也

越来越丰富，魔镜、智能哑铃、智能瑜伽垫、智能蹦床等产品近年来格外

走俏。大数据的应用助力健身更加科学高效，近两年的健身器材市场，聚

焦亚健康人群、老年人群体的运动康复相关产品越来越多，以往只能在

商用健身场景看到的脊柱康复类产品和气阻类产品开始在室外公共健

身场所亮相。

体品制造业的智慧化转型不仅体现在产品，生产端的智慧化升级也

在不断提速。

责任体彩

全国的责任体彩建设，在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

实践和尝试，正在越发系统化、越发体系化。10月14日，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联合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正式发布《中国体育彩票2021年社会

责任报告》，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建设的成

果。随后全国各省区市的体彩责任报告也陆续出台，形成了一个非常完

善的责任报告体系。而这种体系建设的成功，不但督促了全国各地体彩

机构持续建设责任体彩，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完善的责任

体系汇报机制，可以让全社会直接监督检查体彩的工作，建立健全了一

个更加公开透明公信的体彩行业形象。

体彩店复工复产

2022年，全国体彩店在多重困难挑战下开启求生存、求发展之路。

在四川等地，体彩店通过流动即开票销售的方式，帮助代销者获得

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很多省区市也纷纷借助即开票，在各种活动和市场

里进行销售，代销者们在体彩中心的支持下，走进了集会集市，走进了夜

市商场超市，一步步地拓展了渠道，增加用户。

与此同时，广大体彩代销者学会了自我营销，走出家门找客人。很多

体彩代销者主动变身直播网红，在网络上拍视频拍段子介绍自己的体彩

店，介绍体彩事业，吸引新用户群体。

2022年，大量体彩代销者主动参与公益活动，慰问养老院，援助偏远

地区小学，很多体彩店变身城市服务点，为路人和城市工作者提供饮水

和休息，提供紧急救助。在公益形象推广之下，体彩店再次走进更多人的

生活，树立了良好的体彩形象。

迈上新台阶 踏上新征程 直面新挑战

2022年中国体育精彩纷呈光荣绽放

2月6日，在2022女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2战胜韩国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贾韦德·达尔摄）

2月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1月15日，小选手们在银川市第四届青少年冬季冰雪运动会200米滑冰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