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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寒潮来袭，在入冬以来最冷的天气里，

“乡村振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

（新疆博州站）走进温泉县，为150名来自博州各县

市、乡镇村的农牧民，开展为期3天的健康知识和

健身操舞、羽毛球的基础培训。天气严寒，但社体

指导员和学员却充满热情。不久前，活动还在喀什

地区巴楚县举办，150名农牧民参加了健身操舞和

太极拳培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太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了，这是我第一次接

触太极拳，老师们非常专业，教得非常认真，我太

喜欢他们了，我也想成为一名社体指导员，带动更

多人健身。”学员买司土来·吾斯曼在这次活动中

收获满满，她拿到优秀学员证书后特别开心。

农牧民对科学健身指导十分渴望。来自巴楚

县夏马勒乡其汗宰村村民阿布杜拉·达吾提告诉

记者：“我听到培训消息后立刻报名，现在日子过

得好了，就希望多参加点文化体育活动。即使最近

农活很忙，我也要来。”像他这样的学员还有很多。

为了让农牧民朋友充分利用培训时间掌握健

身技能，活动还设置了晚自习。学员们每天都准时

参加，一边练习一边相互交流，积极的态度和充满

活力的状态让老师们十分欣慰。健身操舞队伍中

的阿不力克木江总是很抢镜，他学习和训练格外

认真，跳完操经常大汗淋漓：“我是乡里的文化站

站长，这次学成回去要把这套操舞教给16个村的志

愿者，再由他们发动村民学习。”

“这是开展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300名学员经

过培训后，由他们将健身方法传授给身边更多人，

打通服务群众健身的‘最后一百米’，让更多基层农

牧民享有全民健身知识和技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彭宿雎说。

喀什巴楚站培训活动结束后，其中5名优秀学

员和4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了“石榴花开”

全民健身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为学生们开展科学健身指导。

“扶贫更要扶志。”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副

校长严佑铭从上海来到巴楚参加援疆工作已近一

年，他认为：“这次活动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传递

了志愿服务的精神和理念，可以倡导学生为国家和

社会多作贡献。另外，活动弥补了学校体育教学工

作的短板，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近来，各地充分发挥体育行政部门、体育总会、

体育社会组织、群众自发性健身组织和广大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将科学健身指导、运动

项目普及推广、技能培训等群众需要的、喜爱的志

愿服务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群众身边，打通

健身“最后一百米”，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健身的生活新风尚。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越来

越深入，也变得越来越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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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今年我和小姐妹一起参加了四次健身操舞比

赛，退休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赛让我认识了

新的朋友，也体验到体育与艺术、文化结合的时尚，

很开心，明年我们要更好！”这是家住北京、63岁的

李冬梅在微信朋友圈中发的“年终总结”，将自己一

年的健身打卡记录以图片视频的方式进行分享，一

张张图片也显现出她一年来的变化。

今年全国全民健身赛事活动逐渐增多，有适合

中老年人的广场舞、健身气功，也有适合年轻人的

飞盘、腰旗橄榄球，让不同年龄的健身群体都能找

到自己喜爱的体育赛事。场上竞争激烈，场下欢声

笑语基本是每个周末的“标配”，总有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因为相同的爱好相聚一起。

“去年我还和朋友一起参加老年模特队，大家一

起穿旗袍和高跟鞋，崴脚之后就不太敢了，广场舞成

为我的‘新宠’。”李冬梅说，“因为每年要和大家一起

锻炼，对我而言今年收获最大的就是有了规律的作

息，每天早上按时起床，一天的状态都好了。”

说到运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在健

身房做普拉提、瑜伽，在户外玩飞盘、打篮球、踢足

球、跑步、骑行。其实中老年人也是健身的“主力

军”，不仅在公园、小区等空地能随时看到他们健身

的身影，毽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赛事活动上也能看

到他们矫健的身姿，常年坚持锻炼让他们保持了好

身材、好心态，也常常让记者在采访中对他们的年

龄感到惊讶。记得今年在一次市民乒乓球比赛的采

访中，身穿黑粉色运动服的汤雅珠介绍自己说，“我

今年已经72岁了，以前一直没有接触过乒乓球，65

岁时才开始练习打球。”灵活的身手、良好的状态，

很难让人想到她已年过七十。

收获快乐、健康，交到更多新朋友已经成为很

多“叔叔阿姨”们的追求。

本报记者 轧学超

现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受，身

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健康，崇尚健身。

高架桥下建起运动公园，废旧厂房化身

体育园区；“15分钟健身圈”遍布城乡；

“村BA”“村超”挥洒乡村体育的健康活

力；成都大运会洋溢着青春风采……随

处可见的体育设施和场地、人人参与健

身、“无缝衔接”的精彩赛事，无不诠释着

当下人们对全民健身的无限热爱。

说起全民健身，很多人谈论的话题

都离不开追求健康和享受快乐。如今，

在很多年轻人的朋友圈，晒健康、行走步

数才够“有型”；无论清晨还是傍晚，太极

方阵、广场舞团体里不乏中老年人矫健

的身影。在全民健身的风尚中，最打动

人的是他们传递出的快乐。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随着全民健

身的深入开展，“生活要小康、身体要

健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每

一天、幸福生活一辈子”等观念日益深

入人心。“运动处方”走近更多高血压、

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患者，“多锻炼、

少生病”科学锻炼防未病成为更多人

的坚持，喜爱健身、追求健康的观念蔚

然成风。用很多采访对象的话说，只有

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魄，才能更好地

享受生活，全民健身才更有意义。

近年来，全国各地还在积极探索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与地域特色、历史文化

深度结合，挖掘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

也将群众健身推向高潮，推动“全民健

身＋”走深、走实。最让记者关注的就是

富于村趣、村味的“村BA”和“村超”等民

间赛事活动广泛兴起，它们不仅持续散

发着全民健身热能，将运动理念带到乡

村，让村民尽享“周周有比赛，处处可观

赛”的乡村运动新生活，还进一步赋能体

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功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

体育的需求更加旺盛、更加多元，党和

政府也着眼于人民群众健身需求的新

变化，不断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人

们对高品质生活和健康身心的追求，

正在形成一股社会新风潮，全民健身

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也将持续为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幸福感”，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报记者 冯 蕾

2023年全国学青会，是一次体育盛会，也是全

民健身运动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采访此次运动

会，记者看到了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和无限潜力。

年轻运动员们在赛场上以饱满的热情和出色

的表现，为全国观众呈现精彩纷呈的比赛。他们用

汗水和拼搏诠释了运动的真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

运动热情。在体育公园、健身房、体育场，甚至大街

小巷，都遍布了体育爱好者们的身影，越来越多人

纷纷加入到健身运动中来，跟随运动员们的节奏，

一起挥洒汗水。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纷纷晒出自

己的运动照片和视频，分享健身心得，形成了全民

健身的热潮。

在采访中，来自广西大学的大三学生王彩月

说：“学青会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运动才能的

平台，也激发了我们运动的热情，还为全社会传递

了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引导更多人参与到体育

锻炼中来。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以健康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

南宁市民刘玉昕说：“看到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

拼搏身影，我深受鼓舞。我也要加入到健身的行列中，

保持强健的身体素质和阳光乐观的心态。”在学青会

上，记者采访了许多参赛者和观众，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年龄、性别、职业各异。这些采访让记者深刻感受

到了全民健身的普及，无论青年还是中老年人，都积

极参与到了全民健身的行列中来。

在比赛中，记者看到了各种形式的体育项目，

既有传统的田径、游泳、篮球等项目，也有新兴的攀

岩、马术、帆船等。这些项目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让

记者看到了全民健身的无限可能。

通过学青会，记者深刻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社

会影响力，全民健身提高了大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让他们更加自信和有活力。

期待未来有更多赛事活动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深入发展。记者相信，在未来

的日子里，全民健身的热潮将会持续高涨，为我国

的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携手共进，

以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昕彤

2023年，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全面

开花。伴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的

提质升级，记者明显感受到一项群众

体育赛事已不是简单办赛，而是深入

融合到城市发展、人民健康和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大事业中，让民众通过全

民健身收获更多快乐和幸福。

在江西崇义县，今年夏天持续两个

月的男子夏季篮球联赛成为崇义人晚

上的固定“消夏节目”，比赛不仅为当地

群众提供了运动平台，更成为崇义的文

化符号和城市名片，让生活在这片土地

的群众更有归属感；在贵州榕江，“村

超”赛事火爆出圈，溢出屏幕的农趣农

味、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让“村超”这

项赛事直击人心，也带动了当地旅游发

展，助推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在深圳马

拉松开跑的前一日，“干货满满”的马拉

松讲座为运动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学

习、普及科学跑步知识的机会，帮助大

家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这种普及运动

健康的做法也成为越来越多赛事活动

的“自选动作”……

2023年，体教融合和体卫融合继

续不断深化。坚持体育与教育、卫生相

融合，就是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的体育，关注“一老一小”的体质健康，

推动健康关口不断前移，培养民众科

学运动习惯，不断增强人民体质。

今年，首次举办的全国学青会作

为体教融合的一项重大改革成果，为

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

展示平台，以赛促练提升青少年综合

素质，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材打

开了更广阔的大门。今年，国民体质监

测工作开启常态化步伐，从过去的以

“数据采集”为中心向以“科学健身指

导服务”为中心转变，广大常态化站点

主动走到健身群众身边，在体质检测

后进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有的还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在慢病防治

中发挥作用，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随着全民健身的广泛普及，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促进健

康，提升城市发展，营造向上氛围的重

要意义，体育不断扩大“朋友圈”，与城

市发展、人民健康相伴相生，为群众带

来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越来越深入，也变得越来越温暖———

科学健身指导送到家门口

场上竞争激烈，场下欢声笑语，基本是每个周末的“标配”———

中老年人仍是健身“主力军”

全民健身是大众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拥有健康体魄 享受美好生活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深入融合到城市发展、人民健康和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大事业中———

“大体育”让民众更有获得感

阿不力克木江（前）在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教授健身操舞。

在体育公园、健身房、体育场，甚至大街小巷，遍布体育爱好者的身影，越来越多

人纷纷加入到健身运动中来——

全民健身蓬勃发展潜力无限

记者眼中2023年的全民健身

走好群众健身的“最后一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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