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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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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民

2023年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起步之年。近日，中宣部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认真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

组织编辑记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报道，全面反映各地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示广大人民群众

欢乐祥和过春节的喜人景象，齐心协力营造喜庆安康、昂扬向

上的节日氛围。中宣部要求，宣传各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跟踪报道基层党代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情况，鲜活反映基层群众自身工作生活的点滴变

化和切身感受，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凝

聚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力量。体育是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

欢乐祥和、喜庆安康、昂扬向上的生活载体。体育运动体现健康

快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响应中央号召，面向基层、深入

基层，推动做好基层体育工作，为体育现代化强国建设起好步、

布好局。

体育的基层工作很丰富，主要包括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

全民健身等。不同的体育领域，基层体育的情况不尽相同。在竞

技体育领域，体育基层工作包括承办赛事的基层工作、项目发展

的基层工作、运动队和俱乐部的基层工作、优秀运动员的工作。

今年，将有两项重要国际赛事在中国举办，一是亚运会，二是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杭州市、成都市作为承办城市，基层工作任务

重，基层工作人员奋力工作，为各自城市发展作出贡献。其次，竞

技体育有一个口头禅：眼睛向下看，围着项目转。运动项目发展

是竞技体育的内核。只有基层工作出成绩，竞技体育才有可能出

成绩。第三，运动队建设和俱乐部工作是基层工作。俱乐部工作

出成绩，联赛才能够持续发展。运动队是基层工作，培养新时代

运动员爱国拼搏精神，流血流汗，不怕困难，刻苦训练，运动员努

力奋进，踏实做好基层工作，竞技体育才能出成绩。最后，优秀运

动员工作是基层工作。一方面要跟进他们的继续努力的事迹和

做好基层工作的情况；另一方面要搭建平台，充分发挥体育界党

代表的优势，推动基层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

和部署。

在青少年体育领域，体育基层工作有两大方面：青训和学校

体育。今年，将举办首届全国青少年学生运动会，这是一项重大改

革，为推动体教融合，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探索经验。

青训工作是重大基层工作，青训的好坏，决定了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决定体育改革开放的成败。学校体育连

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层工作。学校体育

基层工作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复杂，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

学校体育由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管，需要资源共享，体教融合。

落实中央体教融合的部署，齐抓共管，使学校体育基层工作取得

实效。

在全民健身领域，工作重点在基层，在于地方政府体育部门

的扎实工作。我国体育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群众健康文明、全面

发展的体育，全民健身是人民参与体育、幸福体育的支撑，是人民

健康幸福获得感的载体。要把全民健身纳入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要把全民健身作为评价地方政府体育部门政绩工作，要把体

育部门下基层和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作为全民健身工作重要方面。

要把全民健身纳入人民群众现代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

全民健身纳入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的基层工作内容。

做好基层工作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道阻且长，行

则将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

育后备人才、发展全民健身办好人民参与的幸福体

育，都要求加强基层工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部署，体育工作需要到基层去，通过体育基层

工作体现人民群众的共享共建和昂扬向上

的精神面貌。媒体是体育工作的助推器，

要眼睛向下看，围着基层转，积极反映

基层体育火热的奋进场面，把握基

层工作方向，督促基层工作，昂

扬斗志积极向上，推进体育

基层工作现代化。只有把

体育基层工作做扎实，

体育大厦才能够坚

固，体育强国建

设的步伐才能

稳步前进。

把体育基层工作做扎实

本报记者 顾 宁

“父亲喜欢滑冰，我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滑

冰，今天我带着孩子和老人组队再来体验，祖孙三

代一起滑冰感觉很不错。”市民张桂芳说。跟室内

冰场相比，天然冰场更有趣味，更亲近自然，“夏

天，我经常来温榆河这边露营，没想到冬天这里摇

身一变成为了天然冰场，孩子们玩冰车、雪橇车，

还有一块单独辟出来的雪场，可以体验雪地坦克、

雪圈等娱乐项目。”张桂芳说。

冰雪活动成为冬季市民的首选游乐项目，滑

冰、单人冰车、双人冰车、雪地摩托、雪上飞碟等

经典冰雪项目让人向往。北海公园南门广场附近

的荷花湖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不少市民前来游

玩。为了做好冰上活动期间的服务保障，公园在冰

场入口设置了一米线，让游客保持安全距离，做好

人员疏导。值得一提的是，在冰场入口显著位置，

每日气温及冰层厚度都进行了公示。与往年一样，

滑冰、冰上漂移车、卡通冰车等经典游玩项目可不

限时畅玩。

除北海公园外，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圆明

园、什刹海的冰雪场地也已正式对外营业。龙潭湖

冰雪节为冰雪爱好者划分出不同的体验区域，无论

是初上冰雪的新手，还是每年都来拥抱快乐的发烧

友，或是亲子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

市民谭先生说：“龙潭湖、颐和园、什刹海，这些公园的

冰面有属于我们九零后对冬天的回忆，这两年都会

带孩子到冰上玩一玩，我觉得这是冬天的记忆。”

我在北京城区我在北京城区

快乐运动体验别样情怀

本报记者 王子纯

这几日，乌鲁木齐迎来一场大雪，最低气温突破零

下20摄氏度。与严寒的天气相比，市民滑冰戏雪的热情

却越来越高。1月14日，记者走进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雪

压枝头，灯笼高挂，一个个飞扬的身影在结了冰的鉴湖

上闪过，鉴湖成了“冰雪欢乐谷”———滑冰刀、畅玩娱雪

项目、参加冰雪训练营……大家在这里尽情感受冰雪运

动的魅力。市民王文革表示：“红山是乌鲁木齐的象征，

红山脚下的人民公园现已成了市民休闲玩乐的好地方，

我们夏天在这里划船，冬天来这里滑冰。”

冰场分为冰刀初学区、速滑区和花样滑冰区，可以

看到许多小朋友在场内滑行，有的娴熟，有的努力。“滑

冰很好玩，我今天滑了2个小时，特别开心。”9岁的王笑

妍是个滑冰迷，两年前她在爸爸的带领下接触并喜欢上

了这项运动，她说：“我经常周末来这里滑冰，公园很漂

亮，离我家也近。”据冰雪欢乐谷负责人曹长松介绍，青

少年是冰场消费的主力军，春节期间还会有更多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体验。

在场地不远处，教练兰浩然正带着几个孩子练习

花样滑冰，他说：“滑冰既有乐趣又能强身健体，是一

项非常好的冬季运动，北京冬奥会举办后，报名培训

班的孩子更多了。”兰浩然说，除了冰场，旁边还有卡

丁车、碰碰车等雪地娱乐项目，大家都聚在这里玩，显

得年味十足。作为乌鲁木齐历史最悠久的公园，人民

公园是不少当地人“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这个寒假，

读大二的秦荣和她的朋友相约回到人民公园滑冰，找

回小时候的记忆。她说：“好久没出来运动了，过年前

来玩一玩，拍拍照，心情很不错。”据曹长松介绍，冰场

一般从前一年12月中旬营业至2月底，人民公园在春节

期间还时常有灯展、年货节、非遗展等活动，吸引游客

前来滑冰戏雪。

本报记者 曹 彧

1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启动的“紫气东来

冰雪京西”门头沟区冰雪嘉年华，将持续整个春节。两

条精品冰雪旅游路线吸引众多市民来走一走、看一看。

门头沟区冰雪嘉年华活动聚焦冬季文旅资源，通

过区镇联动，推出檀谷·慢闪公园亲子冰雪乐园、梦幻

雪景写真、浪漫雪径散步等一系列冬季冰雪特色项目，

其中2条门头沟冬季冰雪旅游精品线路，串联了谷山

村、神泉峡、东马山家·木兰塾、爨柏景区、白瀑云景田

园综合体、慢闪公园、瓜草地、紫旸山庄民宿、潭柘寺、

八奇洞等20余个点位，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

要素全过程。此外，为了增加本次活动的体验性和趣味

性，此次活动还推出了以“住小院、堆雪人、赏雪景、赢

大奖”为主题的京西“塑雪达人”线上征集评选活动，准

备以游客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去体验“塑雪”乐趣，用镜

头全方位、多角度记录门头沟区文旅冬季风采。

作为京西重地的门头沟区将紧抓“春节”消费节

点和热潮，按照市、区助企纾困工作部署，积极推出

“住宿业消费券”，以“奖补结合”的方式助力景区、小

院和文旅场所创新冬季产品，进一步聚力整合区域

内文旅资源，聚合行业各类平台资源和优势，为广大

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出游选择，释放文旅消费潜能，

激活文旅消费新需求，加快文旅市场复苏回暖，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昕彤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健康

观念的转变，人们春节的过节方式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小城河南鹤壁，越

来越多的人在置办年货之余，也给家

里的小朋友买一个跳绳、篮球或者足

球，和家人一起养成坚持运动习惯。

“孩子放寒假了，为了让她有规律作

息、健康生活，每天早上我都带着孩子

在楼下跳300个跳绳再去上班，下班回

来也带着她跑跑步，保证一天的体育

活动量，春节假期我打算带着她去新

建的体育公园看看，看有什么感兴趣

的体育项目，来年春天报个兴趣班。”

市民王栋说。

除了陪着孩子一起运动外，春节假

期，也有不少人选择体育旅游的过节新

方式，据了解，鹤壁将在春节期间举行

“新春文化节”，安排了舞龙舞狮、社火

秧歌等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展演，还有广

场舞比赛吸引鹤壁的大小队伍参赛，提

供丰富的体育文化供给。家住浚县的李

根源一家对文化节充满期待：“我在公

众号上看到示范区过年的时候有新春

文化节，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安排，打

算过年时带着孩子来多逛一逛，让孩子

少玩手机，多跑一跑，对眼睛好，心情也

放松。”

而康慧一家则选择去海南游玩：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今年春节想过一

个不太冷的冬天，这是疫情三年以来

第一次出门旅游，了解到海南有冲浪、

帆板等体育休闲项目，我们也想尝试

一下，今年就在海南过年了，之后我们

还想去张家口崇礼滑雪，看一看咱们

的冬奥会场馆，冷热交替，再过一把雪

瘾。”

本报记者 李金霞

春节临近，河南商丘到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

气氛，这一天许多人约上好友亲朋用运动的方式

欢度小年。最近商丘气温骤降，天气阴寒，可这丝

毫未影响人们高涨的健身热情。这不，还未进人民

公园的大门，就听到了一阵节奏明快的歌声，走近

一看，原来是十几个人在跳广场舞，只见人们随着

节拍韵律，脸上洋溢的笑容让人感觉仿佛置身春

天。一曲跳完，不少人跳出了汗，队伍中的一位阿

姨表示，公园环境好，大家经常在一起跳舞，特别

开心，而且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加上节日的气氛烘

托，幸福感更强了。

进公园东门向前就是一片篮球场，场上6位青

年正激烈地打着比赛。“我常年在外地工作，今年

回来过年第一件事就是跟朋友约好打球。我们几个

从中学时就爱篮球，每次放假都要约着打球。出出

汗，健健身，交流交流感情，感觉挺好。”赵先生说。

从篮球右边的路向前走过一条环湖小路，绕到后

山，这里有练太极拳的人，打完一套拳还有太极扇、

太极剑轮番上演，一招一式松弛有度，柔中带刚；有

抖空竹的人，只听空竹声响若洪钟，绳上抛转承接、

上下翻飞，花样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柔力球、彩带

龙、扭秧歌……人们在享受着他们的健身时光。

本报记者 林 剑

这几天，山东烟台市区新建的南

里滑雪公园热闹非凡，烟台市第十二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烟台市第六届冰

雪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烟台市第二

届青少年滑雪锦标赛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届不同以往却又好玩有趣

的赛事。比赛沿用了以往赛制，设置成

人双板、青少年双板大回转和单板平

行大回转项目，集竞技性、趣味性和观

赏性为一体，来自烟台各县市区的1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随后进行的烟台市第二届青少年

滑雪锦标赛是山东省内唯一一个面向

16岁以下青少年的专业赛事，共分为

U9年龄组、U12年龄组、U16年龄组的

六个双板单项比赛。

地处山东半岛北部的烟台历来以

雪量大、雪质好著称，是全国著名“雪窝

子”。随着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成为现

实，烟台冰雪运动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2020年，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胶东五市冰雪运

动产业促进会，推动冰雪运动高质量发

展。目前，烟台已有冰雪企业7家、冰场

面积0.24万平方米、雪场面积25.5万平

方米。据统计，不久前的元旦小长假烟

台各滑雪场冰场平均日接待量在千人

以上，同比去年客流量和销售额均有大

幅增长。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冰雪

热”势必将继续火热“雪窝子”。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省体

育局的统一部署下，1月14日，2023年

山东冰雪体育消费季拉开帷幕，烟台

冰雪券发放活动即将举行，烟台市民

可以免费获得冰雪体育场馆消费券和

冰雪体育培训消费券，让更多人享受

冰雪运动的乐趣。

春节健身成时尚

感受冰雪消费热潮

藏在公园里的
冰雪乐趣

我在河南商丘我在河南商丘

公园里健身欢乐多

“雪窝子”掀起冰雪运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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