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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快车

本报讯 弘扬雷锋精神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日前在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业余体校体育馆

举办。活动由新疆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指导，沙依巴克区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主办，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

市各健身团体、社会体育指导员、

晨晚练活动站点的160名健身群众

参加。

活动现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付暄进行了科学健身规范动作

的培训教学，耐心讲解动作要领，

参与者认真学习、积极互动，最终

大家共舞一曲《腾飞中国梦》。沙区

盛世嘉园指导站负责人、国家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朱春菊参加了本次

活动，她说：“活动特别接地气，老

师对动作进行了严格的纠正和指

导，我将把

更专业的健身

指导带给更多的健身爱

好者。”沙区环卫路社区指导

站点李红娟说：“把弘扬雷锋精

神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相结合，

特别有意义，也让我深刻体会到

社会体育指导员奉献、服务、健康、

快乐的宗旨。”

沙区业余体校校长陈刚表

示，下一步，业余体校将常态化开

展健身技能交流展示、健身技能培

训、健身知识讲座、科学健身指导

课程等一系列活动，让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

业、进学校，让全民健身理念和志

愿服务精神深入人心。

（王子纯）

本报记者 王子纯

早春时节，在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瓦壶岗体育公园内，人

们漫步玩耍，悠然自得。谁能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番杂

草丛生的光景。近年来，各地切实围绕把体育公园建设好、利用

好的目标，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逐渐让体育公园成为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的新载体、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新举措、带动

经济恢复增长的新场景、塑造城市格调品位的新名片。

走进鱼珠街瓦壶岗体育公园，这里植被茂

密、绿意盎然，一条健身步道蜿蜒延伸，串联起

儿童游乐区、健身区、运动场等区域，总面积超1

万平方米。几个月前，这里杂草丛生，群众自行

开垦种菜，容貌秩序混乱，周边居民强烈希望

提升利用该地块，丰富休闲服务配套。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去年，鱼珠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和黄埔区住建局、绿园中心等多

个部门共同发力，以口袋公园建设标准，打造出

了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全民共享绿色空间，闲置

荒地成功变身口袋公园，既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送

上了清新与欢乐。

开门见绿，花鸟为邻，一个口袋公园就是一种“微幸福”。

近日，位于重庆市永川老城的张家坡社区体育儿童公园迎来

了不少市民，这是利用城市中的边角地、闲置地因地制宜建

成投用的一处口袋公园。公园内以草坪绿地为主，包含篮球

场、羽毛球场、乒乓球桌、5人制足球场、健康步道、健身器

材、儿童游乐设施等，还设有休憩设施、风雨棚、生活驿站，

虽然占地面积不算大，但里面的场地设施和布局造型格外

新颖亮丽。“现在出门就可以锻炼，小孩子玩耍也有了好

去处。”公园让周边居民感到满意和幸福。

滨河体育公园是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首

个运动主题的公园，包

含篮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笼式足

球场、塑胶跑道和儿童活动区、景观

步道、滨河景观，辅以休闲游步道、慢

跑健身步道、绿化配套设施等，功能

性健身场地也很丰富，自建成以来深

受市民喜爱。“以前这附近一个公园

都没有，踢球要到拉萨市区或者更远的

地方，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大的足球场，特

别开心。”市民旦增说。

细节的变化可以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城市品质

和生活质量的双提升，因此许多体育公园项目建

成后持续提质升级。去年一批智能健身器材在拉

萨市曲米路体育公园投入使用，连接手机扫码就能生成体测

报告，记录运动数据，按照器材显示屏上的提示点击“训练”模

式，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运动方案……未来，这样“贴心”的体

育公园还将不断增多。据介绍，2024年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继续

加强落实体育公园项目建设，力争2024、2025两年超额完成17

个体育公园建设目标任务，并进一步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向社

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体育公园在提质升级的同时，各地也在有序扩大增量。根

据规划，河北省承德市将在今年10月底前建设体育公园和小

型体育主题公园示范工程13个；行政村场地设施提升工程26

处；建设乡镇（街道）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18处，实现达到国家

标准的体育公园全覆盖，让“家门口”的体育公园惠及更多百

姓。

用活资源为体育赋能

生活在老城区的市民可以去哪儿健身?青岛市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老城区“寸土寸金”，开辟出一片大块场地专门建设

体育公园难度巨大。此外，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健身需求大。解决

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一道“必做题”。利用体育场地设施赋能已有

广场的改扩建模式，升级辖区现有广场空间，这是建设体育公园

满足市民健身需求的一种方式。

按照这一思路，地处青岛老城区最西端海角的八大峡体育

公园诞生了。公园前身是八大峡广场，面积为6.9万平方米，是市

南区最大的广场。改造后，公园里的运动场、健身设施、亲子区等

满足了市民日常运动健身需要，还可以乘船海上观光、钓鱼休

闲。如今，市民可以在海边跑步、踢球、骑行，尽情享受运动，已成

为八大峡体育公园的亮丽风景。

为进一步改善群众健身环境，去年，青岛市体育局联合市

南区教体局再次合力更新八大峡体育公园，并列为市办实事

予以重点推进。按照功能区域合理规划，公园补充了智能步道

系统和智能健身设施，增设老年人体育设施26件，并设置乒乓

球健身区和时尚亲子健身区，八大峡体育公园成为

老城的新名片。

本报记者 王子纯

“学习雷锋精神、传递健康快乐，我们是四川群众体

育引领员！”日前，四川省“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61周年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月省级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大

源中央公园篮球场举行，通过“一个倡议、一场比赛、N项

行动”，号召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群众体育引领员积

极行动起来，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倡议得到全

省21个市州的响应，掀起学习雷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热

潮，样样行动落到群众心坎上。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盛乐社区的30余名群众体育

引领员分组奔赴社区各公共健身器材区域，检修维护器

材，清洁健身环境，提升群众健身的满意度。成都市全民

健身中心组织10名志愿者为市民提供体质检测和科学

健身指导服务，还请医生为健身群众开具运动处方，解

决运动康复烦忧。

健康离不开运动，运动需要爱好。为了提升社区居

民的运动兴趣，来自四川金强蓝鲸俱乐部的球员左朕年

走进四川省科学健身大讲堂社区坝坝会，向居民群众展

示球技，与大家一起参与灌篮PK游戏，还在现场讲解了

篮球科学训练知识……不少人积极报名参加四川省百

城千乡万村·社区篮球赛，“就冲这专业的服务，这篮球

必须天天干！”居民喜笑颜开。

不只是在成都，四川全省学雷锋体育志愿者都在

以不用方式学习雷锋精神，为群众服务。广元举行了

2024年女性凤楼登高健身游活动，群众体育引领员带

领参赛者进行赛前科学热身。在眉山，社会体育指导员

为群众指点门球、柔力球动作要领。内江社会体育指导

员深入社区，帮助足球爱好者提升球技。在自贡，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众体育引领员赖仕平等人在南

湖体育中心开展健身气功志愿服务。泸州志愿者为群

众免费送上科学健身资料，绵阳志愿者把体质监

测送上门……

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精神和雷锋精

神，推进全民健身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常 态

化开展，营造人民群众积极锻炼、科学健身的良好社

会氛围，用体育力量推动全社会向善向上，凝聚

新时代雷锋精神新风尚。同时不断彰显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科学健身引领示范

作用，把科学健身理念和方法传

递给广大群众，鼓励群众

学习雷锋精神，传递

健康和快乐。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伊敏河畔，每当晨曦初

露，61岁的闫相斌与他的9位同龄伙伴们便迎着寒风，

来到河中央的冬泳池。他们合力凿开浮冰，跃入冰冷的

水中，用蛙泳的方式游上一两个来回，展示着“银发族”

的活力与坚韧。

“我几乎天天来，如果气温过低就只游一两分钟，哪

天不来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每天坚持冬泳，对海拉尔的

这群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锻炼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

度。海拉尔区可冬泳时间超过半年，在该区经常参加冬泳

的有40多人，其中多数人超过50岁。

据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调查统计，该市

约有七成的60岁以上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活动

项目丰富多彩，主要包括门球、乒乓球、太极拳、健步走

和健身气功等。此外，各类老年人参加活动的室内体育

场馆超过600个，室外健身场点近千个，为老年人提供

了优质的健身环境。

走进呼伦贝尔市老年人活动中心，乒乓球馆内的

14张球桌都围满了前来锻炼的老年乒乓球爱好者。聂

艳芬今年66岁，已有11年球龄。“打乒乓球成了我退休

后最主要的运动。每周打三四次球，每次1个多小时。经

常打球，负面情绪少了，开心快乐多了。”

除了乒乓球馆，活动中心还设有篮球场、网球场、

羽毛球馆和歌舞操室等设施，吸引了众多老年人前来

参与活动。市老体协还积极开展体育文化活动，使得老

年人的健身活动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室内门球场，市老体协门球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表示：“门球运动量适中、无冲撞，可健身益脑，喜欢门

球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打球水平也越来越高。”在2023

年的自治区老年人运动会上，呼伦贝尔市门球队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呼伦贝尔市老体协还致力于打造“体育+文化”的

品牌。自2017年底以来，乌兰牧骑的30多名队员已经在

农村、牧区和林区进行了近百场演出，让体育文化和全

民健身意识深入人心。此外，协会还连续举办了9届全

市老年人体育文化节，

并参与了多场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

演出。市老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继续以赛事

活动的经常化和健身活动的生活化为依托，打造好‘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等特色品牌，助力老年人体育

事业更进一步。”

本报讯 日前，2024年湖南省

桑植县体育社会组织工作会议在县

文旅广体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县

2024年体育工作和全民运动健身工

作计划。各体育协会负责人围绕

2023年工作进行了总结交流，对

2024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展望。

2024年，桑植县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全面推动体育强县和健康

桑植建设，促进全县全民健身事业

高质量发展，并结合国家体育总局

支持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积

极参与做好张家界第二届旅游发展

大会承办工作，全面实施“体育+旅

游”深度融合，形成“全社会参与、全

方位推进、全人群受益”的具有新时

代特征和桑植特色的全民健身发展

新格局。

桑植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体育

社会组织发展大有可为，要做好全

民运动健身的践行者和领导者，充

分发挥好体育协会指导服务作

用；要找准工作重点、加大宣传力

度，多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

积极对接宣传部门，增加活动影

响力，营造浓厚全民运动健身氛

围；要持续提升工作能力，增强做

好体育工作的责任感，主动作为，

推进全县体育事业提质增效；要

补齐短板弱项，填补体育组织空

白，丰富人员配置和活动内容；要

强化体育健身的供需对接，走出去

引进来，吸收外地先进经验，制定

符合桑植本地的全民运动健身模

式；要认真梳理全年体育活动内

容，齐心协力推动桑植全民运动健

身工作迈上新台阶。

（林 剑）

本报记者 刘昕彤

在浙江温州鹿城南汇智慧百姓健身房内，数十

台健身器械整齐摆放，墙上的屏幕实时显示健身者

的锻炼数据。市民刘畅是这里的常客，“从家出发5分

钟就到，费用折合一天一元钱。”在温州，百姓健身房

已建成400余家，累计服务群众超800万人次，目前八

成免费开放，两成实行公益低收费开放，单次不超过

5元、包年不超过365元。

在温州热火朝天的全民健身背后，是政策发力

的结果。为深化温州社会力量办体育改革，推动群众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温州市财政局、温州市体育局

联合印发了《温州市群众体育扶持补助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了群众体育扶持

补助资金的范围和标准。该《办法》2024年2月1日起

施行，有效期5年。今年，温州将投入2300万元扶持补

助金。《办法》明确了群众体育扶持补助的范围。百姓

健身房的建设和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运营维护、新

建的笼式足球场、篮球场、全民健身广场、社区多功

能运动场、登山健身步道等体育场地均纳入补助范

围。另外，新建的标准灯光排球场、标准灯光羽毛球

场、非标灯光篮球场，市区体卫融合服务中心和市本

级符合条件的社会体育组织也将给予补助，进一步

扩宽了群众体育的扶持范围。

《办法》明确了群众体育扶持补助标准。如新建成

的标准笼式足球场，每个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15万元；

新建成的标准灯光篮球场、标准灯光网球场、标准人工

草地门球场，每个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8万元；新建成

的标准灯光排球场（气排球场）、标准灯光羽毛球场、非

标灯光篮球场，每个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

近年来，温州共建成百姓健身房423家、登山健

身步道900公里、篮球场84个、笼式足球场73个，投入

建设资金超1.5亿元，大大丰富了群众的运动场地需

求，体育让生活更美好在温州成为现实。

体育追“锋”志愿为民

四川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在行动

体育公园延伸

本报记者 鹿麟摄

口袋公园传递“微幸福”

从细节做起提质扩容

弘扬雷锋精神

新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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