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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蕾 轧学超

近年来，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秉

承“科学健身增进健康，以人为本，服

务老年健身群众”的宗旨，多措并举，

将老年人活动办在老人身边，把有针

对性体卫融合健身指导送到身边，将

老年人场地建在老年人身边，提升老

年群体幸福感满足感，不断助力我国

“夕阳体育”发展壮大。

项目创新 科学指导

不断满足老年健身群体多元需

求，中国老年人体协组织开展了以深

受老年群体喜爱的健身球操、气排球、

太极拳、门球、广场舞等项目为主的全

国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导、教练员、裁判

员培训及各项活动。

日前，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举行，在传承“服务老年人健

身”宗旨同时进行了诸多创新。相比

往届，本届项目从12个扩至14个，新增

广场舞、地掷球2个项目，并在棋牌项

目上新增桥牌小项，已有11项老年朋

友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在11个市县成

功举办。中国老年人体协相关负责人

表示，“项目调整增加将更加贴近群

众，让老年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是

为了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到全民健身

中来，充分融入地域文化及体育传统。

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大会

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大老

年体育工作格局，全社会办老年体育

的良好工作机制和氛围。”

在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举办期间，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科学健身指导走进基层、走进校园、

走进社区等活动，让老年健身群体获

得实实在在的提升和实惠。

规则完善 器材升级

老年群众体育项目集健身、娱乐、

展示和竞技为一体，规则不断更新、完

善以及器材的推出使用至关重要。老

年赛事柔力球项目在规则上、器材上、

执裁上都不断推陈出新，以科技手段

做支撑，以突出柔力球运动科学、健

康、高雅、富有民族韵味为发展方向不

断前进，赋予了柔力球运动旺盛的生

命活力。

标准、规范、细致，符合实际情况

的规则能更好地帮助项目运动发展。

“我们每过几年就要对规则进行一次

全方位修订，只有不断完善才能让群

众更好地参与柔力球活动，感受它独

有的魅力。”全国老健会柔力球活动竞

技裁判组负责人介绍，柔力球项目的

特殊性要求队员们不断学习、不断精

进技术，更要求裁判员去强化业务能

力，规则的修订加上新增添的柔力球

智能辅助裁判器，“体育+科技”创新，

规则不断细化与修订反映了工作人

员、裁判员们能及时就实际问题找到

提升改进的方法，更好帮助参与者、运

动员们熟悉这项运动。

丰富老年体育供给

近年来，老年体育基础设施逐年

改善，健身队伍不断扩大，老年体育公

共服务也在朝着精准化、科学化方向

发展，老年体育服务的“适老化”“互联

网化”升级也随之提档升级。全国各地

正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采用共享协

作的多元化方式，推动老年体育服务

的创新升级，让老年群体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今年三月，上海斜土街道社区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一开放，便成为当地

老年人的健身“网红”打卡地。长者运

动健康之家不仅引进了专业的老年人

跑步机、协调训练机、智能无障碍律动

平台等多种智能化、适老化器械，还会

对老年人进行血压测量和体质测试，

在系统中建立运动健康档案，推荐老

人选择相应器械进行训练。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周边社区老龄化程度相

对较高，老年人占比近40%，丰富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向来是街道工作的

重点，为方便老年人科学健身，对各类

体育器材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建设

老年人专属的健身之家，大大提升了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无独有偶，除线下活动和智能化

创新，线上体育也出现“适老化”趋势。

在浙江杭州余杭闲林街道一处老年活

动中心，太极拳队长正带领老年健身

爱好者跟着微信小程序“浙里健身”中

的视频做关节热身运动。老年太极拳

爱好者袁庆表示，通过小程序就可以

接受科学的健身指导，在社区工作人

员“点对点”指导下，很多老人已经可

以快速操作手机，熟练使用体育资讯、

场地预约和线上视频学习功能，在互

联网上展开一片老年健身“小天地”。

本报讯 日前，为期三天的

2023中国栾川首届“中原之巅 三

川论剑”击剑公开赛在河南省洛阳

市栾川县三川镇落幕，来自全国的

500余名击剑选手参赛。

本届比赛以“论剑中原之巅

醉览大美三川”为主题，旨在进一

步丰富栾川特色赛事体系，推动体

育文旅产业全面提档升级，同时也

是栾川县在“体文旅农商”全方位

融合发展方面的重要尝试和突破。

比赛现场，花剑、重剑、佩剑各

有亮点，各路选手以高超的剑术和

精妙的配合，上演一出出斗智斗

勇、行云流水的搏击之战。本届赛

事不同于传统室内场馆比赛模式，

首次以三川山水为幕、以伏牛乡土

为席，在国家4A级景区抱犊寨景

区，设计搭建近3000平方米的比赛

篷房，决赛高台以景区大门雕塑为

背景，辅以灯光氛围营造，力求呈

现给选手全新、难忘的参赛体验。

除精彩的赛事，比赛期间还举

办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天然富硒土

地授牌仪式、招商对接等一系列活

动，以体育为媒介，助推了乡村振

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崔 宇）

本报讯 为期三天的2023年中国花样

滑冰俱乐部联赛首站比赛7月12日在江苏

无锡打响，这是俱乐部联赛首次走进无锡，

参赛人数超过500人次。

无锡站比赛分为精英组和大众组。备

受关注的女子单人滑赛场，上赛季大放异

彩的李若瑭、佟瑞宸将分别领衔出战成年

组和青年组比赛。李若瑭在上赛季斩获全

国冠军赛女单冠军和全国锦标赛亚军，佟

瑞宸则在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收获了两块

铜牌；两人在全国大赛上的优异表现让大

家对她们的新赛季充满期待。除此之外，朱

易、程佳盈等选手也将参加本站比赛。男子

单人滑方面，上海选手梅格睿祺和于之乐

以及曲之博、陆铂壬等选手的表现令人关

注。此外，多对双人滑和冰舞选手，以及6支

队列滑队伍也将亮相首站比赛。

本站大众组比赛吸引了152人次报名

参与。 （田 洁）

本报海拉尔7月12日电 记

者傅潇雯报道：为弘扬北京冬奥精

神，巩固和扩大“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成果”，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贡献冰雪力量，“北京冬奥冠军草

原行”于7月12日启动。在为期4天

的活动中北京冬奥冠军武大靖、徐

梦桃、隋文静/韩聪将走进校园和

军营，与当地青少年、群众、军人面

对面交流，分享冬奥故事，传播北

京冬奥精神，推广冰雪运动。

当天，冬奥冠军走进内蒙古呼

伦贝尔海拉尔区第七中学，武大靖

向学校赠送北京冬奥会火炬，学生

们现场展示了滑冰板健身操，与冬

奥冠军进行了问答交流。随后，冬

奥冠军继续走进胜利街小学，观看

学生轮滑展示，与在校师生进行互

动。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出

席当日冠军行活动。北京冬奥会

后，冬运中心已组织开展北京冬奥

冠军天山行、陇原行等一系列推广

活动，在各地取得热烈反响。恰逢

内蒙古“十四冬”冰球比赛开赛在

即，此次草原行作为冬奥冠军行系

列活动的一部分，与“十四冬”同

行，为比赛预热，促进当地冰雪运

动的普及开展。

本报记者 轧学超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

施，群众健身热情不断高涨，从健身

步道到功能齐全的体育公园，从百

姓健身房再到社区健身服务站，群

众“去哪健身”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其中，社体指导员是全民健身体系

的基本单元，也是打通全民健身“最

后一公里”的关键落脚点。

浙江温州市民章建强从小就热

爱运动，过去受环境所限，就在家门

口找块空地，和朋友一起踢毽球。

“那时候正规场地比较少，就算文化

宫里有也很远，想找个老师教更是

不可能。”在章建强的印象中，这两

年，周围的运动场地多了起来，身边

参与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了

更多社体指导员指导大家健身。“过

去的人忙于生计，现在的人物质生

活逐渐满足后，更追求精神层面的

愉悦和身体健康。有了好场地，还有

了社体指导员到家门口科学指导，

这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幸福感’。”章

建强说。

近年来，为满足群众健身需

求，社体指导员的发展按下了“加

速键”，各级社体指导员培训逐步

增强，为群众科学健身提供保障。

社体指导员高凌告诉记者，通过培

训可以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积极探索，推动社体指导员工作向

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发

展，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体育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切

实享受到体育发展成果，也提高了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综合素养。

在相关政策引领下，社体指导

员培训也让群众健身项目更加多

元、服务更加完善，正在上海读大

学的肖宇洲对此深有体会。他表

示，如今不出校园，就能接触到多

元化的运动体验，学校现在配有社

体指导员指导学生健身，另外还有

一些非常时髦的体育项目也逐渐

走入了校园，例如飞盘等新兴体育

项目在社体指导员的带领下，让校

园体育更加丰富多彩。

除线下服务，各级社体指导员

也在通过在线指导、社交软件和智

能系统等多种线上形式服务群众

健身，让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户享受

到科学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健

身气功爱好者华云表示：“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习练功法可以通

过线上的方式和社体指导员进行

学习，不仅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还

可实时收看，真正实现想练就练，

大大提升了健身效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科学

的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只是平

时工作中的一部分，他们是群众健

身路上的引路人、身边人，为保证

群众科学健身一直在默默奉献。

本报记者 傅潇雯

“孩子们太热情了！”武大靖走出胜利街小学时

说，“希望通过面对面与孩子们交流和分享冬奥故

事，能让孩子们在追梦时有更强的动力。”

北京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徐梦桃、隋文静、韩聪

一行7月12日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开启北京

冬奥冠军草原行。冬奥冠军们与这里热爱冰雪运动

的青少年一起互动交流，为孩子们的梦想赋予动力。

“我看你的腿很有劲儿，很棒，祝你能早日进

入国家队。”在海拉尔第七中学，武大靖为学生包

鸿格尔加油打气。在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保证训

练质量后，武大靖鼓励大家：“要给自己暗示，足够

相信自己能成功，这样你会更有动力迎接未来的

比赛和训练。”

“梦想就在那里，如果你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迎难

而上的勇气，那你就无法走到梦想面前。当赋予梦想

以意义，发现精神内核，你会发现自己能充满勇气面

对所有困难。”徐梦桃向张芮铫说。正在读初二的张

芮铫，至今能清晰记得去年冬奥会时她看到徐梦桃

夺冠那一刻激动的心情，在赛后了解了许多有关徐

梦桃的故事后更对她充满敬意。这天她终于见到真

人，跟徐梦桃一起讨论着如何才能在遇到伤病时坚

持走下去。

随后，冬奥冠军们又来到胜利街小学，这是一所

“不一般”的学校———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开展速

度滑冰，目前全校3000多名学生都会速滑。学校的体

育馆中，上百名孩子穿着轮滑鞋飞速滑行，娴熟的滑

行技术彰显着胜利街小学深厚的速滑底蕴。在夏天，

他们以轮滑的方式来替代速滑训练。就是这样一群

热爱冰雪运动的孩子今天迎来了偶像，激动地与冠

军们争相交流。

离开学校，隋文静和韩聪仍能感受到孩子们热

情的余温，“希望通过讲述我们最真实的故事，给予

孩子们更大动力，鼓励他们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海拉尔7月12日电）

与“十四冬”同行 北京冬奥冠军草原行启动

多措并举 提升老年群体参与体育幸福感满足感

徐梦桃（右）在活动现场。 呼伦贝尔日报供图

（上接第一版）

全面强，形成体育各方面全面发展的良好

局面。体育各领域实现全面发展，群众体育、竞

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人才科技等

各方面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区域体育实现

全面发展，东、中、西部体育良性互动，体育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城乡、区域体育事业发展

更加协调；群众体育实现全面发展，幼儿、青少

年、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妇女、职工等不同年

龄、各类人群的体育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覆盖

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

融入强，使体育全方位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度更高，充分发

挥体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中的重要作用。体育与相关行业融合度更

深，推动体育与健康、养老、文化、旅游、教育、

科技等行业融合发展，实现更频繁的互动、更

深入的交流、更有效的协同。体育与全球发展

融合度更强，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心态努

力学习借鉴国际体育发展先进经验，与时俱

进、与世俱进，在开放中不断壮大自己。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从现在起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仅剩12

年时间，体育系统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

争朝夕的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埋头苦

干、担当奉献，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步伐。

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公

共体育服务政策体系，为全民健身提供全方位

的政策保障，形成全民健身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提升公共健身设

施建设和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水平，千方百计解

决好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丰富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深入推动全民健身活

动广泛开展。巩固和拓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成果，持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不

断健全全民健身激励机制，营造人人参与体育

运动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全面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坚持和完善

举国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

路。积极推进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

合运动项目特点的管理模式。创新运动队办队

模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打造能征善战、作风

优良的国家队。深化竞赛体制改革，打造中国

特色现代化竞赛体系。优化职业体育生态，形

成符合国情的职业体育发展新模式。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径。全力做好杭州亚

运会、巴黎奥运会、米兰冬奥会等重大国际赛

事的备战参赛工作。

全面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坚持体育与教

育融合，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

格并重，多措并举，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持续深入推进《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实施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计划，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握一项

以上运动技能。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体育活

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联动支持青少年参与

体育的良好局面。建立科学合理的青少年体育

赛事活动体系。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筑牢竞技体育发展根基。

全面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体育

产业政策落地落实，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推动

体育消费全面升级，激发体育消费需求，不断

创新体育消费引导机制。实施“体育+”行动，推

进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紧抓风险防控，促进体育彩票安全发展。

全面推进体育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和新时代女排精神，

为全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加强运动项目文

化建设，形成各具特色的运动项目精神内核

和文化符号。加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

集整理，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积极创作具

有时代特征的体育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

全面加强体育行风建设。重拳整治体育行

业作风，加强赛风赛纪管理，坚决打击违反体

育道德诚信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发展

环境。切实履行反兴奋剂主体责任，以更大的

决心，更坚决的态度，加大“防”的力度，严厉

“反”的措施，教育、管理、检查、监督、惩处等各

环节全面发力、全程紧盯，落实“零容忍”“零出

现”要求。

全面提升依法治体水平。推动体育法治建

设，提高体育发展规范化水平。完善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核心的体育法律规范体

系。全面加强体育依法行政，建立健全体育重

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落实地方体育行

政执法责任制，加强体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提升体育行政执法水平。健全体育纠纷解决和

法律服务机制。加快建立全国性体育仲裁机

构，不断提升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转自《学习时报》）

首届“中原之巅 三川论剑”击剑公开赛落幕

社体指导员持续助力 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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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冠军走进海拉尔校园

为孩子们的梦想赋予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