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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气功赋能健康发展新模式
记者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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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欣 李红日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

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是我国推广的最具传统文化特色的群众性体育项

目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健身气功如何继续在全

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

探索推广、发展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从2021年开始，浙江省健身气功协会在浙江

省体育局、浙江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

以“健身气功”为“小切口”，创新性地将体育运动

与地方“森林经济”有机融合在一起，先后在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径山林场和衢州市常山县，创办了

以“健身气功赋能人民健康，森林运动助力共同富

裕”为主题的森林健康节，通过举办精彩赛事、开

设论坛对话、走进乡村考察等活动，促进森林健康

运动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探索出健康走进乡村

振兴、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健身气功推广发展新

模式。

小运动融入大场景

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感

健身气功是一项历史悠久、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体育运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是中华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健身气功事业的

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展示传承中国经

典历史文化，国家专门成立了健身气功管理机构。

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的规划引领、政

策驱动下，浙江省健身气功协会组织开展全省健身

气功“五进”(机关、社区、学校、企业、农村)计划，加

快推动健身气功的创新发展。

森林健康节创新性地将场地设置在环境优美、

森林密集的地方，既克服了以往进机关、进企业等

“五进”活动中场地受限的困难，又让更多百姓在户

外场景中感受到了健身气功的魅力，了解到健身气

功的相关知识，参与到运动康养的行列中来。在户

外大场景中，小运动的活力得到更好地激发，提高

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感。

让健身气功走向森林、走向山区是一笔“健康

账”。多习练健身气功，多学习文化知识，让老百姓

健康长寿，让一片片山地、林地、草地、湖泊，为人类

的运动健康提供大自然的灵气，这就是森林健康节

最大的期待。

小团体融入大集体

提高专业人士获得感

森林健康节不只是大众的节日，也是健身气功

专业人士的盛会。各个健身气功团体融为一个大集

体，通过交流、比赛、研讨、指导等多个维度，向人们

展示健身气功人才队伍建设、良好的发展基础、融

合创新的发展前景，彰显运动健康之美和中国传统

文化之美。

森林健康节中的各项活动，离不开健身气功专

业人士的参与。活动中汇集了浙江省各市县区的健

身气功团体、组织。众多健身气功爱好者、习练者、

传播者在鸟语花香的森林里，交流健身经验、切磋

技艺。同时，深入当地的农村，一方面感受乡村振兴

带来的人民富裕，另一方面与村民们一起，播种健

康理念、传授健身知识，习练健身气功。森林健康节

给予了专业人士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也借

此凝聚了协会的战斗力、向心力，同时积极构建了

健身气功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了健身气功的公共服务

能力。

小体育融入大共富

提高体育事业的含金量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

江省委、省政府也指出，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重点、难点、突破点都在山区26县。值得注意

的是，山区26县绝大多数均为“森林县”，如何助

力推动26县加快形成自我“造血”机制、提升内生

发展动力，如何在数字化改革的背景下，把森林

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的优势，也是森林健康节的重

要看点。

相关活动中，地方政府主管部门、26个县的代

表、科研单位、有关企业共同探讨体育助力26县共

同富裕的场景，其根本出路在于更多的年轻人把青

春留在乡村。为此，森林健康节特意设立了高校大

学生健身气功比赛、大学生走进乡村实际考察等环

节。其中，常山县还专门解读了针对大学生的人才

新政，让大学生“愿意来、留得下、有事业”。设立森

林健康节是重要的创新成果，它能把健身气功与

“森林经济”有机结合，将康养运动与生态旅游有机

结合，为消费市场增添活力，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方法、新路径。

森林健康节的举办得到了广泛关注。经过央

视、浙江等多家媒体的报道，阅读量达到了40余万

次。在成功举办两届森林健康节的基础上，浙江省

健身气功协会将继续在26县陆续开展此项活动，努

力打造以健身气功为主体的健康运动品牌。携手各

方力量，进一步搭建体育运动的骨架、凝聚产业经

济的血肉、汇集文化精神的灵魂，促进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健身气功“体育+健康+文化

+生态+经济”的新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顾 宁

“走，滑冰去啊！”“好开心，今天终于开板了，冬

天的快乐回来了！”朋友圈、微博，随意刷一刷都是大

家庆祝冬天可以尽情上冰上雪，快乐回来的文字、视

频和图片，让雪季的温度也热了起来。

一场精彩激烈的冰球比赛，一堂在石京龙滑雪场

举办的“滑雪公开课”，开启了第九届北京市民快乐冰

雪季的帷幕，让很多冰雪运动爱好者迫不及待去雪场

“开板”，不少滑雪新手也纷纷开启尝试模式。作为一

名记者，每年采访冰雪运动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对比

这几年，今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线下活动变多了，内

容丰富了，在雪场冰场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人变多

了，北京的冬天热闹起来了。

朋友圈里滑雪爱好者马文说：“终于不用出京

也能挑战世界级水平的赛道了，‘雪飞燕’我来

啦。”站在雪场的入口，滑雪“新手”不免有些心慌，

但却又充满笑声。第一次感受滑雪的刘语嫣说：“来

北京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穿着雪板站在雪场上，

北京冬奥会让我对冬季运动有了新的了解，也让我

更想亲身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这次请了滑雪教

练，一节课结束虽然还不能掌握滑行技巧，但是已

经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了，因为我学会了安全

地摔。”

不仅在雪上，市区内的天然冰场也深受大家喜

爱。新年期间，什刹海、颐和园、陶然亭公园冰场已经

陆续开放，让大家可以更好地享受冰雪运动、感受运

动带来的快乐。“我们就地取材，利用家里的纸板、椅

子改造一下给孩子当滑冰工具。”什刹海每年冬季都会变成冰上爱好者

的乐园，同样也是很多家长回忆童年，带孩子感受冬季乐趣的乐园。从小

生活在北京的王然就带着他四岁的女儿到什刹海玩，他说：“我小时候每

年寒假都是在冰上度过的，现在就想带着孩子也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

快乐。来之前想到会有很多人，但是没有想到大家热情都这么高，租借冰

具的地方早就没了装备，我们就自制了一些简单的装备让孩子也能在冰

上滑起来。”

其实，北京一直有着深厚的冰雪运动传统，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让更多人了解冰雪运动，参与其中。春节将至，相信这个冬天冰雪运动会

越来越丰富，冰雪运动的温度也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