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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体育不仅

帮助许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在乡村振

兴的进程中也发挥着独有的作用，通过

多彩的赛事活动和体育指导改变着乡

村村民的精神面貌、增强社区活力、促

进社会和谐。

在近日举行的“体质测评促健康

体育科普助发展”公益活动中，走遍全

国的国民体质检测车来到贵州织金，

停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织金县

惠民街道，带来科学的健身知识。“啥

叫体质检测”“能不能检查出来我有啥

子病”……起初，当地人对此方面的了

解几乎为零，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科研

所的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这不是医院

的体检，这是测我们的身体健不健康，

看你有没有劲，能不能跑步。”一遍遍

的科普让这里的人们卸下心防，从一

开始的围观，到报名参加的人越来越

多。

在有关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十

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提出通过多项举措，到2025年实

现“农村青年普遍掌握1—2项运动技

能”“人均场地面积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农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等

目标。在江苏，截至2021年底，村委会拥

有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6055.68万平方

米。在甘肃，6307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

已建成，符合条件的行政村硬化篮球场

覆盖率高达99%。

随着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不断提升、体系不断完善，村民的

健身意识和体育参与需求不断增强。如

何加大对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让村民

对科学健身的认知更清晰，还需加大力

度，大力推进农村地区的体育健康知识

宣传工作，让广大村民对体育有更正确

的认识。

同时，针对一些农村地区老人和

儿童比较多的现状，结合当地气候、

生活环境等实际情况，广泛调查收集

村民对体育健康知识的需求，因地因

人制宜将体育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鼓

励大家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来增强体

质，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同时逐步

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体育元素，强身健

体提精神。

此外，体育在振兴乡村群众精神

面貌、丰富精神生活方面的作用不可

忽视。在惠民街道村民活动室里，文

体活动室、农家书屋、群众说事室、儿

童服务站、乡愁馆等文化设施一应俱

全，当地街道干部介绍，村民们生活硬

件条件好了，就要积极引导他们参与

社区事务，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向新市

民转变。为了调动积极性，活动站还

设立了积分超市，鼓励大家以行动换

积分，以积分换奖品。

乡村体育活动需要“领头羊”来

带。不断培养社体指导员队伍，探索

乡村基层体育进乡模式，打通乡村衔

接的最后一公里，仍需政府和社区共

同努力，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的高素

质体育人才，让体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

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周 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负责采访报道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并

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三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和一次记者发

布会。作为十多年来主要负责竞技体育报道的记者，这是我首次参与两

会报道，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也收获了很多。跳出“赛场”看体育之后，

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思路更宽广。

参加三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虽然自己没有获得提问的

机会，但在现场听问题和回答也是一种收获。令我记忆犹新的有两个

瞬间。

一次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介绍我国旅游

业发展时提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杭州举行，希望世界各地友人与我

们一起，见证活力四射的中国。”作为今年国内最重要的大型综合性运

动会，杭州亚运会的话题也在今年两会上被多次提及。

还有一次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琼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那句“我是大湾区人”登上热搜榜。由于当时提问的记者，恰巧

是站在我身旁的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之后几天陆续有朋友给我发来

截屏，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笑言，“我也蹭了一把热点。”

本次两会采访报道，我主要负责政协体育界别教练员、运动员等委

员采访。从他们不同的提案中，我也学习到很多。委员们都在积极参政

议政，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作为报道两会的“菜鸟”，在最初几天，我还

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体卫融合、体育产业、体育法治建设、体育助力乡

村振兴等选题与我日常接触的竞赛报道有很大不同。但在本报前方报

道组组长的指导下，我逐渐学会两会选题应该找什么，并能够有意识地

提供策划思路。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在张家口赛区采访。如今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成功举办一年后，后冬奥时代，中国冰雪运动如何发展，是我

较为感兴趣的话题，也是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内容。于是我积

极联系各方、寻找素材，完成了《后冬奥时代 持续推动冰雪运动高质量

发展》的策划稿件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扎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本次两会很多行业类报纸也参与报道，他们日常也都在探索媒体融

合发展。虽然都是报刊，但大家谈论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视频、点击

量、出镜状态等，很多记者都称自己是“全媒体记者”。

以前自己更多地将目光局限于赛场，但通过这次两会报道的经历，

让我觉得有时候跳出“赛场”看体育，会有更广阔的视角，能够有更深度

的报道。其实，体教融合的推动、运动员的保障、后备人才的培养、体育

产业的发展等方面，都与体育赛场息息相关。竞技体育的发展、我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只有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中，才能更快地发展，才能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步伐。

陆 娟

春分将至，气温迅速升高，消费市

场也悄然升温。商务部把2023年定为

“消费提振年”。体育作为人们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释放消费潜力中扮演着

愈发重要的角色，各地体育部门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

不断创新，大力激发体育消费新活力，

让体育消费成为撬动当地经济发展的

有力杠杆。

北京市体育局近日印发《关于落

实助企纾困政策加快促进体育行业企

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从政

策、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并以

重点项目为带动引领，加快恢复体育

市场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与体育

消费恢复发展和回稳向上；自2023年

全国消费促进月暨京津冀消费季启动

以来，天津开展滨城海洋嘉年华、体育

消费节、V1赛车嘉年华等七大主题节

庆，更好扩大域外消费，繁荣京津冀消

费市场；2023重马国际消费节日前启

幕，重庆马拉松、中国成渝体育博览

会、重庆马拉松路跑精英论坛等一系

列商旅文体融合特色品牌活动将丰富

赛事体验，促进消费提质；2023年云南

省体育产业大会促成76个意向合作项

目签约，意向签约金额达438亿元……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

力，体育消费场景加快恢复，体育消费

呈现稳步发展、全面复苏的态势，体育

产业全面复苏的良好势头已成为驱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商场里人头攒动，旅游餐饮火爆，

消费市场繁荣重现，在烟火气升腾中，

体育消费呈现巨大潜力。近年来，人们

健身需求不断增加，购买体育服装和装

备、参与体育运动和赛事、观看体育赛

事、租用体育场地等相关体育消费日益

增长，传统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已不能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更

多体育爱好者喜欢寻求更丰富、更新

颖、更潮流的运动方式和场景。

培育体育消费新热点，激发体育消

费新活力，还要加速探索体育业态创

新，发展时尚新兴体育项目，“一地一

策”精准规划，有效组合体育与健康、文

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打造更多丰

富多彩新颖多样的运动消费场景业态，

形成多场景布局、多业态融合、沉浸式

消费等稳定长效的经营模式。比如，云

南在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户外

运动资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众精品

体育项目，让马术、露营、飞盘等运动成

为景点之外的新风景，在“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上跑出加速度。成都在体育消

费新场景的基础上，结合天府绿道、城

市公园、潮玩商圈以及大运会新建体育

场馆，评出体育消费示范场景100处，吸

引大家春季参加山地户外运动、夏季跑

步游泳、秋季感受马术的优雅、冬季打

卡谷爱凌同款滑雪场等，让成都人运动

消费热力十足。

2023年，我国体育消费市场将按下

“快进键”。消费场景扩容、人们消费意

愿强烈，折射出体育产业的蓬勃生机，

也为未来发展增添了信心与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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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赛场”看体育体育改变乡村群众精神面貌

激发体育消费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