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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健康根基 绘就幸福生活
———2023年全民健身工作关键词

本报记者 林 剑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科学健身是实现健康最积极、

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之一。即将过去的2023年，全社会主动

健身意识持续增强，“以健身促健康”已成为一种共识，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全国群体战线通过出台文件政策、丰富场地

供给、开展赛事活动、加强健身指导等有效举措，推动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迈上更高台阶、达到更高水平。

年终岁末，让我们静心回首，梳理全民健身工作的点点

滴滴，感受全民健身工作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学思想 惠民生

世界冠军提供健身指导、近百场在家门口的健身运动随

意挑选、持续3个月的“免费健身卡”……今年8月，北京市东

城区体育馆路街道的居民们乐开了花，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高品质体育服务。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在第十五个“全民健身

日”和首个体育宣传周之际，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体育馆路街

道开展“学思想 惠民生”全民健身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将

一百余场志愿服务活动“送体上门”，活动内容涉及广场舞、

八段锦、太极拳、围棋、象棋、乒乓球、篮球等，此外还有科学

健身讲座、专家义诊、参观国家体育总局荣誉馆等丰富多彩

的内容，受到社区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村 超

继“村BA”之后，贵州又有一项基层体育赛事火爆出

圈———“村超”。“村超”全称是“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

村足球超级联赛”，当地20支以村为单位自发组建的足球队

参赛。借鉴“村BA”“体育赛事+乡村旅游+传统文化+全民健

身”的模式，“村超”也走出了“农味”十足、接地气、有人气的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新路。据悉，赛事期间为举办地榕江县带

来364.94万人次的夜间消费，夜间消费收入3.09亿元，住宿业

营收4645.3万元。

以“村超”为代表的乡村体育赛事是国人蓬勃运动热情

的缩影，成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扇窗口。2023年，国家体

育总局还会同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

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以体育助力

乡村建设，让农村更繁荣；以体育赋能农业发展，让农业更兴

旺；以体育促进农民健康，让农民更幸福；以体育丰富乡村文

化，让乡风更文明。

国球两进

6月16日，北京石景山区老山街道老山东里社区举行的

“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启动仪式上，不少和马龙、

樊振东、孙颖莎等乒乓球奥运冠军互动的社区居民说：“今晚

要激动得睡不着觉了！”“平日里只能在电视里看到这些冠军

打球，没想到居然会来到我们身边！”“这样的活动越多越

好！”

“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起，旨在通过“小切口”改善“大民生”，

进一步推动群众身边健身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健身活动空

间，满足市民多样化健身活动需求。截止到目前，全国6495个

老旧小区、2887个城市公园参与活动，已累计新增各类健身

设施48646个，其中乒乓球台9151张。

提质增效

随着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

健身需求日益增长，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从“有没有”向

“优不优”转化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印发《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明确提

出开展健身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

提升健身设施开放服务水平和综合使用效益。

印发该《工作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在夯实群众身边健身

设施基础、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牵引带动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开展、健身组织建设、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

低免开放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会同财政部持续支持公共体育场

馆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双方修订印发了《公共体育场

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补贴范围

进一步扩大，新增覆盖各地符合标准的全民健身中心，提

升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满足感、获得感。统计显示，2023

年全国共有2491个场馆享受国家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补助资金政策，覆盖到全国近1400多个县级行政区

域，超过2000万平方米，受益人次超过4亿。

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在江苏、浙江、湖北、

宁夏、辽宁、广西等6省（区）展开公共体育场馆开放

使用综合试点，进一步破解公共体育场馆特别是

大型场馆开放使用难题，推动提升公共体育场馆开

放服务水平，发现并推广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服务典

型经验做法，引领带动公共体育场馆提升开放服务

水平。

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的重要抓手和支撑，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创新构建了“3731”群众性赛事活动

体系。

“3”是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社区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会，

分别侧重于“精”“常”“全”；“7”

是贯穿全年的七项全国性全民

健身主题示范活动，分别为新年

登高、“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

走、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活动、全民健身

日、农民丰收节体育健身活动、九九重

阳节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以及大众冰雪

季；另一个“3”则分别是“三大球”群众赛事

活动、群众冰雪赛事活动、各人群体协行业体协

举办的赛事活动；“1”是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全民健身日

自2009年设立“全民健身日”以来，每年8月8日都是健身

爱好者们共

同的节日。根据2023

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全民健身日所在周

为体育宣传周，因此今

年8月7日至13日是我国

第一个体育宣传周。从

“全民健身日”到体育宣

传周，全民健身氛围更加

浓郁，广大群众参与健身的

满足感、获得感日益提升。

在第15个全民健身日前后

和首个体育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

通过举办赛事活动、推动体育场馆免费

开放、开展以国家队、省队运动员进学校和社区

为代表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丰富科学健身指导供给等

方式，积极引领健康生活方式，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统计

显示，今年“全民健身日”和体育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开展了

24000余项赛事活动，吸引了650余万群众直接参与。

基层三大球

振兴“三大球”，基层是重点，也是关键。2023年，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除了组织开展一系列足球、篮球、排球基层赛事活

动外，还开展了全国“三大球”群众赛事情况摸底调研。经摸

底，近5年内全国31个省级、658个市域、2847个县域单位共举

办7376项“三大球”赛事活动，其中足球赛事2507项，篮球赛事

4022项，排球赛事847项。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问题的研判，为

持续推动“三大球”群众赛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好基础。

同时开展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推荐工作。经

各方推荐、专家评审，共推荐55个地域特点突出、群众参与广

泛、社会影响力大、综合效应明显、传播推广较好的案例，为

基层“三大球”推广普及树立了标杆。

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10月22日，2023年北京市群众冰雪运动速度滑冰比赛暨

“冰丝带”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第五站在北京冬奥会场馆国

家速滑馆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13个俱乐部和学校的运

动员以及个人选手报名，直接参与人数近500人。

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多措并举巩固和扩大“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组织开展以“全国大众冰雪季”

“世界雪日”“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等品牌活动。加大冰雪场

地设施供给，加大群众身边小型多样冰雪场地设施建设，深化

“冰雪惠民计划”，推动首都体育馆、国家速滑馆、首钢大跳台、

张家口云顶、张家口太舞滑雪场等冬奥场馆公益开放。

四项标准

为加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管理，提升安全监管水

平，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组织有关单位牵头研制《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办赛

指南 编制内容与评估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参赛指引

编制内容与评估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评估技术导

则》《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运营服务规范》四项体育行业标准，

自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是我国首次针对群众体育赛事活

动制定行业标准。

“四项标准”的出台，对于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健康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

“以前大家在家里就是喂猪种菜，现在劳动之余还可以

去健身锻炼，村里健身有人指导，团队有了主心骨，健身锻炼

更专业了。”这是今年11月在河南长垣举行的2023年“万村女

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交流展示大会上，四川代表队

选手王莉的感言。

由国家体育总局、农业农村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

同开展的“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旨在通过培

养、发展农村地区女性基层体育人才，提升农村地区女性参

与全民健身热情，培育高素质农民，通过群众带动群众、群众

组织群众、群众指导群众，达成亿万妇女积极参与全民健身

的良好态势。计划自2023年至2025年在1万个以上行政村培

训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据统计，2023年已有超过9000个行

政村开展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线上达标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

“劳卫制”，该标准是我国一项以提高公民身体素质为目的，

通过测验达标的手段来检验公民体育锻炼效果的基本体育

制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过

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推行实践中，

还存在群众参加不方便、组织成本高、覆盖面窄等问题。鉴于

此，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与华为运动健康团队携手，基于华

为运动健康团队的人体运动感知技术开发完成了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线上自测平台，并通过华为运动健康APP向大众提

供服务，广大群众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

行测试，线上获得证书，是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探索实施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新途径，实现全民健身服务均衡性、可及性

的一次创新探索。

体卫融合

今年，上海持续推动运动促进健康计划，将杨浦区打造

为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区域，深度融入“15分钟社区

体育生活圈”建设，摸索出“1+5”的试点模式，创新打造了由

“体育+”多部门协同协作、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

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上海样本”。

上海的实践和探索只是一个缩影，2023年，国家体育总

局群体司鼓励各地开展体卫融合，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

实现体质检测、科学健身指导与医疗诊治的联动融合，为群

众提供健康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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