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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彧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健康中国的根基

在于全民健身。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在基层的生动实践，体现

为一个个经典的服务案例，这是一幅幅趣味横生、写

意民生的实操图景。其中值得称道的变化是：基层全

民健身的红红火火，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热热闹闹，而

是通过下沉扎根而形成的角色转换、模式创新、文化

塑造、保障有道，最终表现的落实成效。

基层全民健身工作玩不得花拳绣腿，做实至关重

要。一是经费的保障，二是政策的导航，三是示范典型

的引领。这三个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均有实招、细招、

强招。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足球场地经费拨付，

国家体育总局提出明确和细致的要求，每一笔经费督

促基层用在实处、落在实处。据了解，体育总局年度全

民健身经费预算全力向基层倾斜，支持基层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保障基层各有关门类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建

设、体育赛事活动开展、群众体育组织建设。

政策的发布更是做到了既瞻前也顾后，以保障政策

初心与人民群众满意的靶向契合。体育总局通过调研、

研判及与基层政府、体育部门的协同构建与推进，周全

考虑全民健身政策发布后在基层执行可能面临的困境

和纾解方式。兼顾科学设计与地方政策保障的结构均

衡，专业人员与服务体系的双重补位，不忘初心与人民

认同的价值追求，政府引导与市场协同的有效推进，从

而有效提升了全民健身相关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能。

好的模式在哪里，就跟到哪里；出众的方式方法

在哪里，就找准时机推出去。从体育总局刚刚在江苏

张家港召开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会，到即将

在广东梅州召开的基层足球交流活动，示范典型的引

领，已成为基层全民健身工作最重要的抓手。对基层

情况摸得清，对百姓需求跟得上，真正得以做到服务

的需求测度和靶点识别均有的放矢，以实干思维办出

新特色、探出新路径，真正利民惠民。

锚定基层 利民惠民

拓宽全民健身广阔空间

本报记者 冯 蕾

日前，合肥当地首个高架桥下的全民

健身空间———繁昌路体育公园在城市中

崭露头角，为市民提供了全新的健身场

所，展示了全民健身的无限可能。

合肥繁昌路高架桥下过去是荒地，而

周边人口密集，缺少户外运动场地。通过调

研，合肥市体育局决定将这里改造为体育

公园，协调用地，投入器材，既可以盘活资

源，又能满足群众需求。当地创新地将城市

高架桥下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多功能运动场

地，包括篮球场、乒乓球场、儿童健身游乐

场等，以满足不同市民的健身需求。

合肥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架

桥下健身场所的设立，是基于对城市空间

的合理利用和健身场所的均衡分布的考

虑，还能有效避免阳光直射和风雨侵袭，

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健身环境。”

这一创新举措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

迎。家住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双圩社区的

张小英说：“我可以随时随地来这里打球、

跑步，非常方便。”

走进繁昌路高架桥下的体育公园，篮

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整齐排布。空地

处，舞龙队挥舞着一条条色彩鲜艳的龙

绸；太极队缓缓冲拳、推掌，动作整齐；还

有不少市民被单双杠、力量型健身器材等

吸引。这个建在家门口的体育公园，不仅

解决了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还引进专

业公司进行后期维护管理。

双圩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和服务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健

身环境。高架桥下的体育公园充分调动了

群众的健身热情，之后社区还会组织趣味

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等活动，为全民健身

搭好台子。”

本报记者 顾 宁

跳绳、俯卧撑、坐位体前屈……近日，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新港村，2023

杭州余杭区体育委员技能挑战赛举行，全

区284名基层体育委员在这里进行了一次

技能比拼和交流。比赛不仅有考验身体

素质的项目，也有投掷飞镖、曲线托球跑

等趣味项目，以及需要考验团队合作的

“书写篇章”“同舟共济”等集体项目。

赛后，浙江省体育局群众体育顾问给

基层体育委员进行了培训，余杭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为12个乡镇街道的基层

体育委员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并现场

颁发聘书。

基层体育委员制度为浙江首创，体育

委员就是协助村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参

与基层体育治理、组织体育公共服务、推

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在村（社区）实施的

体育社会工作者。基层体育委员可以开

展不同程度的实践，以满足基层群众多元

化健身需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通

俗来说，体育委员是各地社区或村镇基层

体育的带头人。

据介绍，在群众体育发展上，体育委

员这样的带头人作用很大。目前，余杭区

打造了由284名基层体育委员、3231名社

会体育指导员组成的基层体育工作队

伍，打通体育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

引导专业赛事活动与体育资源破圈拓

展、下沉村社，积极做好“体育惠民促共

富”大文章。

在浙江台州，在2023年浙江省社区运

动会总决赛举办期间，台州市基层体育委

员协会成立大会举行。据了解，2019年台

州市天台县探索基层体育委员工作机制，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配备专兼职体育

委员，指导群众广泛参与体育锻炼、组织

体育赛事，取得良好社会反响。此后，这项

基层体育治理改革探索在台州复制、全省

推广。此次运动会也是浙江省各地基层体

育委员的一次展示交流。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很多人

问下次能不能多准备一些器材，能不能开

班授课，他们都想学起来、动起来。”山东

淄博市空竹协会负责人介绍说。近日，山

东淄博市第十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淄

博市空竹协会第十九届空竹大赛举行，接

连9个项目的比赛和展演，让越来越多的

健身爱好者认识了空竹、爱上了空竹。

空竹协会举办的各项赛事在淄博当

地掀起了一股空竹热，这是山东淄博鼓励

体育社会组织办赛的一个缩影。今年来，由

山东淄博各体育社会组织牵头举办的体育

赛事活动达到500余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达

十余万人次。自1997年起，由淄博武协主办

的淄博市演武大会已连续举办20余届，成

为淄博武术界的一大盛事。自2017年起，淄

博全市23所幼儿园、20所学校陆续开展武

术操培训，共有2万余名儿童和青少年参与

学习锻炼。2021年，周村区武术运动协会走

进南郊镇中学，为150名同学教授《满江红》

太祖拳武术操，现在该区累计培训达到2

万多人。

今年6月，山东淄博体育总会出台了

《关于开展“一个协会就是一个红色阵地”

党建品牌创建意见》，陆续打造了一批功

能兼备的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党支部，通过

开展“党建示范点”创建活动，做好“党建+”

与各项工作的深度融合，26个协会获得了

市级“热心公益奖”的表彰，为全市体育社

会组织注入发展动能。

现如今，山东淄博围棋、国际象棋、象

棋、航模、魔方、跳绳、武术等协会积极承

办、组织参与品牌赛事活动，有力促进了

全民健身工作广度的横向拓宽。

本报记者 李金霞

近日，“多彩贵州”首届（县域）男子足球联赛

第三阶段决赛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

都水族自治县开赛。木匠、鱼贩、厨师、教师、外卖

员、熟食店老板、挖掘机师傅、建筑工人……来自

不同领域的人汇聚一起，在村里的露天足球场上

踢上一场“乡土味”十足的比赛。

榕江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全县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有近40支、球员1200余人。

地方足协杯、商业杯、个协杯、街道联赛等多项赛

事让榕江人尽享足球魅力。高铁站前广场上棕黄

色棚子上面写着“村超”大字，路边的文具店外挂

满了印有“村超”字样的文化衫，全国各地的游客

涌进榕江，激发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像榕江县一样有着足球传统的乡村在全国不

在少数。内蒙古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的“锡尼河杯”

足球赛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和狂欢节，每逢

赛事开幕，方圆百里的牧民都会身着盛装，从四面

八方赶来观看比赛；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八堡村连续

数年春节期间举办“村界杯”农民足球赛。因为每个

村里都有体育老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踢球，形成

了沛县村里踢足球的传统。而乡村足球赛能升级为

“村界杯”，参与人员从体育老师扩展到普通村民，

发生在八堡村建成标准足球场以后。春节期间即使

天气寒冷，也没有减弱附近村民观看球赛的热情，

不少人顶着严寒，搬着小马扎、带着保温杯前来。

接地气、乡土味的体育盛会不只有足球，还有

海南“村VA”、贵州“村BA”等，这些有趣生动、观赛

无门槛、就在村民身边的赛事，点燃了群众的运动

热情，也让群众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成

为促进全民健身、培育乡风文明、发展文体产业、

推进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的引擎。

本报记者 王子纯

“我对运动很感兴趣，通过培

训成为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一

件特别高兴的事。”新疆于田县妇

联干部阿司艳木说。在此之前，于

田县还没有社体指导员。

今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农

业农村部、全国妇联开展了“万

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

划”。以村妇联执委、巾帼志愿

者、女性典型为主要培训对象，

包括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

广大农村女性，通过她们带动广

大农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从而

提升整个农村地区的人民健康

水平。

为做好培训，各地精心组

织谋划，选派优秀师资，认真设

计授课内容。目前，新疆已完成

多站培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主要教授社体指

导员工作规范、基本知识、组织

管理、健身技能、科学健身指

导，以及如何开展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等内容，并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专门创新编排新疆健身

操。新疆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秘书长彭宿雎表示：“除了对学

员进行考核、组织展演外，我们

还举办趣味运动会，以此提升

团队凝聚力，同时让她们学以

致用，不仅向身边人传递健身

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快乐，提

升健身的幸福感。”

参加培训后，阿司艳木在每

个乡镇选择了两名代表，把课堂

上学到的操舞先教会她们，再由

她们回到村里教给身边至少50

个好姐妹。最近，阿司艳木还发

动大家举办了全县的健身操舞

比赛，吸引了来自18个乡镇的

900多名妇女参赛。这样的健身

活动能为农村妇女带来什么？阿

司艳木毫不犹豫地说：“让我们

女性更加爱自己，爱护好身体，

调节好情绪，健康生活。”

目前，阿司艳木已经拿到了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她还

想通过学习继续提升，一步步取

得二级、一级证书，带动更多女

性参与体育运动。

本报记者 刘昕彤

在浙江宁波东柳街道锦苑社区内的

社区智慧运动健康中心，退休教师王萍正

在智能功率车上进行锻炼，只要她开始运

动，墙面的大屏幕上就会出现运动者的实

时心率，后台还会实时分析她的身体状

况，结合体测结果自动出具运动建议，时

刻提醒其在安全范围内运动。

跟着网络直播一起跳健身操、参加全

民健身线上运动会集齐徽章、对着镜子和

“AI教练”一起健身、在运动手表上和好友

发起健身挑战……随着智能穿戴设备的

普及和运动数字化、智能化的不断加深，

场地灵活、门槛低、随时随地进行的线上

健身成为线下锻炼的重要补充，满足了大

部分人利用碎片时间健身的需求。

在线上健身软件Keep，跳绳挑战、

线上跑、骑行、瑜伽……丰富多彩的线上

活动为人们健身提供了多种选择。“我

在线上和朋友一起报名，完成挑战后还

可以获得奖品，这让我有点儿‘上瘾’，

不自觉地想要集齐这些徽章玩偶，不断

刷新自己的运动数据，也无形中养成了

主动健身的习惯，还增添了趣味和乐

趣。”运动爱好者王晶说。2022年，全国体

育系统举办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参赛

人数超1396万。线上健身的蓬勃发展，让

更多人共享健康与快乐。

同时，移动互联网和智能传感器及

AI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过去线上

健身动作不规范、无法及时获得指导的

问题得到改善，科学精准的线上健身成

为可能。来自上海的刘莉新购入了一台

AI魔镜，只需要语音一句“我要健身”，就

可以把客厅变成自己的专属健身房，还

有AI健身教练帮助纠正身体姿态。

采用先进的AI技术，可以通过科学、

有趣的方式，实现AI私教功能，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学

习并识别姿势，在线上就可以提供更为

专业化、个性化的健身方案。还有一些AI

智能健身设备，通过关节点的位置变化

识别用户的健身动作并判断其标准度，

作出纠正指导，根据完成度打分评价。在

体质检测时，类似的技术也有应用，帮助

大家快速了解身体状况，根据身体状态

选择合适、科学的运动方案。

围绕赛事做加法助燃乡村振兴

创新举措让健身场所扩容增效

基层体育治理将服务送到细微处

“万村女性计划”助农村健身提质

社会组织增加基层健身广度

!"#$苏州路跑联赛现场

智能AI实现随时随地精准健身

实时心率监测系统帮助老年

人科学安全健身。 刘昕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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