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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北

京市体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体育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以首善标准扎实开展主题教育，认真落实北

京市委、市政府要求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与各区、各部门紧密合作，全力推进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紧扣“七有”“五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增加场地设施供给，超额完成市政府重要民生实

事项目，创建43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特色乡镇，改扩

建14个体育公园，新建82处足球、篮球等体育健身活动场所，

新建更新3500件室外健身器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9

平方米，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任务。

研发上线健身地图平台，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更加便捷。

着力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成功举办全民健身体育节、体育大

会、社区杯足球赛、飞盘联赛、露营大会、副中心职工体育比

赛等各级各类群众赛事活动3.3万场次。

持续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指导完成18个市级体育社

会组织换届、11个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年检年报初审，随机抽

查10个市级体育社会组织。指导市级体育社会组织新制定发

布团体标准11项，评定421支星级全民健身团队。广泛开展科

学健身指导，组织京津冀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会，完

成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27期2456人次，开展全民健身科学指

导大讲堂等活动770余场，覆盖人群超1亿人次。积极参加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社会体育指导项目冠军，为北京代表

团夺得一枚宝贵金牌。

深化体卫融合，组织运动处方培训班，培训医护人员、健

康管理人员495名。搭建智能社会治理典型应用场景，探索本

土化智慧体卫融合健康促进科学模式。大力宣传全民健身工

作，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4个项目入

选2023年度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

加强科学训练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不断加强运动员队伍建设，制定高水平运动员引进办

法，汇聚高水平运动员，补强一线队竞技实力。印发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训练教学联动工作试点方案，推动市区在乒

乓球等重点项目开展联动合作，形成选材育才合力，完成全

国运动员注册3000余人。

持续提升科学化训练水平，加强教练员队伍培训，开展

伤病预防等系列讲座，提高教练员执教能力。加强科技助力

工作，落实竞技体育科技助力规划重点任务，开展专业队训

练质量评估，提升训练质量效益。

奋力夺取优异运动成绩，北京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共获

得76枚金牌、46枚银牌、34枚铜牌，在全国比赛中共获得126枚

金牌、127枚银牌、135枚铜牌。共有41名运动员入选杭州亚运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43个项目决赛，获得17枚金牌、4枚银

牌、4枚铜牌，金牌数超过上届亚运会，圆满完成参赛目标。

努力提升“三大球”竞技水平，广泛动员协会力量，整合

“三大球”资源，构建完善的青训体系，做强做大全运会备战

队伍。支持“三大球”职业俱乐部提升实力，打好职业联赛，

北京男排夺得2022至2023赛季全国联赛冠军。推动新工体投

入使用，中超比赛场均到场观众达到4.4万人，上座率居全国

首位。

稳步提升非奥项目竞技水平，在全国跳伞锦标赛中夺得

10枚奖牌，在全国棋牌比赛中夺得9项次冠军。坚持赛风赛纪

和兴奋剂问题“零容忍”，加强赛风赛纪教育管理，组织近100

项次反兴奋剂教育活动，开展650例兴奋剂检查，未发现兴奋

剂违规问题。

深化体教融合 体育后备人才基础不断夯实

进一步完善政策，修订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研究制定北京市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管理办法，青

少年体育政策指导水平持续提升。

全力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组织百队杯、京

少联赛等青少年足球赛事，举办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北京赛

区比赛，组建男子、女子U10至U15各9支队伍参加中国足协

青少年锦标赛（重点城市组），承办女子U10组分区赛，U10、

U11男足黄队分获组别冠军。

广泛组织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开展“奔跑吧·少年”儿

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举办37项青少年锦标赛、35项U系

列冠军赛、13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以及篮球冠军赛、排

球锦标赛等“三大球”品牌赛事。与市教委共同认定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总数达到568所。

创新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估，突出区级体育行政部门

职能履行、区级运动队训练管理等内容，评估工作更加精细

化、更有针对性。提升业余训练工作整体水平，发现培养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年度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到3万余名。组织

8期、3000余人次师资培训，基层教练员能力素质不断增强。

全力备战第一届全国学青会（公开组），共有584名运动

员进入决赛，夺得11枚金牌、19枚银牌、19枚铜牌的优秀成

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

扩大体育消费 体育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加强政策引导，制定促进体育消费工作方案、促进冰雪

消费三年行动方案，组织冰雪运动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与

市文旅局联合发布67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4个项目入选年

度中国十佳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举办第四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暨京津冀体育消费节，

成交总额达2.23亿元，增长27.4%。组织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

展，一年期签约执行金额达到8.07亿美元。加快体育产业发

展，制定促进体育行业企业恢复发展政策，召开体育重点企

业工作会，走访调研40家企业，召开5场企业专题座谈，举办

体育产业招商推介活动，联合北京银行发布“京彩体育贷”融

资服务方案。

统筹推进体彩销售渠道建设和品牌传播，体彩销售额达

到108.24亿元，增长48.5%，筹集公益金25.75亿元，增长41.7%，

创历史新高。积极推动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召开京津冀体育

协同发展合作专题会，签署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举办京

津冀体育产业大会，组织第三届京张体育旅游嘉年华，开展

304个重点体育赛事文旅活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取

得新成效。

加强体育行业安全生产监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和火灾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迅速完成游泳场馆安全隐患专

项治理。动态修订更新游泳场馆等4个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隐

患目录与检查清单，制定充气膜体育设施技术规范，调研44

家气膜体育场，组织开展30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评

估、3家游泳场馆二级标准化评定、2106家体育场馆安全风险

评估，体育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用好冬奥遗产 冰雪运动持续普及发展

加强米兰冬奥会和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训练备战，突出

抓好科学化训练全过程管理，重视体能训练，强化大强度、超

极限实战演练。落实与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合作框架协

议，推进共建车橇项目国家队。

进一步提升竞技冰雪水平，北京冰雪运动队在全国指令

性比赛中夺得21枚金牌、20枚银牌、13枚铜牌。在十四冬提前

进行的比赛中，已夺得4枚金牌、1枚银牌、4枚铜牌，实现北京

参加全国冬运会以来金牌“零”的突破。北京男子冰球队以

全胜战绩夺得全国锦标赛冠军，实现三连冠。北京竞技冰雪

成绩突飞猛进，实现夏冬项目均衡发展。

普及发展群众冰雪运动，举办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

动仪式，组织第九届市民快乐冰雪季、第八届大众冰雪北京

公开赛、首届北京滑雪公开赛，累计开展各级各类群众冰雪

赛事活动2968场，超千万人次参与。

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组织青少年冰壶俱乐部联

赛、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吸引全

市27个俱乐部的243支队伍、3500余名队员参赛，进行1201场

比赛，比赛场次再创新高，赛事规模继续保持亚洲第一。

积极扩大冰雪消费，制定促进冰雪消费三年行动方案，

组织冰雪运动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2022至2023年雪季，全

市开放冰雪运动场所营业收入超3.2亿元，恢复至2019年同

期水平。

办好重大赛事 北京城市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打造品牌赛事，成功举办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马拉松

等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吸引约20万人次现场观赛，门票销

售额比2019年翻一番。

精心筹办国际赛历赛事，申办举办国际滑冰联盟世界花

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短道速滑世界杯、速度滑冰世界杯、国

际滑雪联合会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国际雪车联

合会雪车和钢架雪车世界杯等5项冰雪赛事，奉献后冬奥规

模最大的冰雪盛宴，再次焕发“双奥之城”激情与活力。

成功申办世界游泳联合会花样游泳世界杯及未来9项国

际冰雪赛事，积极申办2027田径世锦赛和2029游泳世锦赛。

积极承办国家级赛事，成功申办举办十四冬雪车、钢架雪车

和雪橇3个项目比赛。

鼓励社会力量筹办高水平国际赛事，举办阿根廷对阵澳

大利亚国际足球邀请赛、环西自行车中国挑战赛、马术大师

赛等商业赛事，以及国际风筝邀请赛、国际帆船赛等27项群

众性赛事，优质国际赛事供给进一步丰富。

狠抓赛事安全监管，印发进一步加强路跑赛事活动监管

工作通知等文件，开展全市体育赛事活动信息登记，强化赛

前技术指导和赛中赛后监管，确保赛事活动安全有序举办。

加强裁判员队伍建设，出台市级体育竞赛裁判员培训管

理制度，全市一级（含）以上裁判员注册人数达到5286人次，

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加强组织协调 重点体育项目建设积极推进

全力推进“三大球”青训基地建设，确定足球青训基地选

址，完成土地及房屋成本清算、土壤污染调查、可研报告和设

计方案编制、地块清退等工作，编制完成篮球和排球青训基

地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正在推进规划报批手续。

积极开展先农坛区域中轴线申遗整治，完成全部施工内容

并整改完善，已通过国际申遗专家对先农坛区域的考察评估。

加快推动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顺利投入试运营，面

向公众开放。积极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起草完成健身房服

务规范、滑雪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初稿，编制体育场馆全

民健身服务通则并征求意见，体育场馆用水定额、体育场所

安全运营管理规范已履行报批手续。

坚持依法行政 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认真承办建议提案，落实办理程序要求，高质量办理“市

两会”“全国两会”52件建议提案，配合市政协完成“发展体育

社会组织，推动全民健身活动”专题调研。

落实普法责任制，开展会前学法活动5次，组织干部年度

法治培训和体育行政执法人员专题培训。严格规范性文件、

合同协议合法性审核，落实集体讨论、专家论证等行政决策

程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权责清单，更新裁量基准，严

格规范执法，开展随机抽查12次，抽查60余家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经营单位，完成行政执法7353件。深化一体化综合监管，

编制完成体育培训和体育赛事场景6项基本制度和4项场景

化措施，推动高危险性体育赛事“一件事”集成办事场景落地

实施。

开展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评价工作，形成785家培训

机构信用评价结果。建立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单位年度监管

台账，开展综合评价，形成71家A类企业名单，开展分级分类

监管。推进政务服务“网上办、简易办”，完成数据汇聚、材料

精简、事项拆解、标准化梳理等工作，推出6项政务服务事项

的16个申请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制。

加快推进智慧体育建设，出台“十四五”时期智慧体育建

设规划，持续提升首都体育智能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严

格资金管理，完善内控体系建设，深化预算和绩效管理，推动

全成本预算绩效全覆盖，强化编外用工经费、委托外包项目、

政府采购、“三公”经费等重点事项审核，预算执行效率和资

金使用效益持续提升。

着力解决群众诉求，制定优化提升接诉即办工作实施意

见，强化提级响应，有效提升接诉即办办理效率，响应率继续

保持100%。编制每月一题“一方案、三清单”，落实室外健身

器材“一键报修”和安全巡检机制，相关诉求量明显下降。

强化党建引领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严格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

格落实“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三个一”和“四个决不允许”。落

实意识形态领域责任，切实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治安

全。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学用结合，突出问题导向，梳理出的

30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确保党的二十大精

神落实到体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政

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认真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

训，高标准做好选人用人工作，加强干部日常管理，强化对一

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好基层党组织换届，严格落实组织

生活制度，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建立体育组织行业党委，推动党建工作向两新组织、新

就业群体延伸。成立北京市体育组织行业党委，打通行业党

建工作链条，完善党建引领体育行业治理机制，在市级体育

社会组织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开展纪律教育，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组织纪检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开展全市足球、篮球领域教育

整顿。督导第四轮巡察整改，对15个直属单位2022年度预算

执行与财务收支进行专项审计，对3名领导干部进行离任经

责审计。

回顾过往，展望未来，做好2024年首都体育工作，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北京全市体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北京力量。

扎实推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北京力量

第40届百队杯足球赛 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站

2023第四届北京国际帆船赛暨北京帆船公开赛

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