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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至22日，2024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提出，要抓住当前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重点在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统筹区域发展、聚焦重点人

群、搭建人民群众体育舞台等四方面下功夫，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河北省体育局、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辽宁省体育局、湖北省体育局、四川省体育局、青岛市人民政府

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介绍了本地群众体育开展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地方首创扎实推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体育强国建设澎湃力量。

汇聚基层力量 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在青岛海泊河体育公园，高架桥下乒乓球场地上，群众激战

正酣。 本报记者 林剑摄

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 田 军

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想健身、会健身、健好身这个根本需求，

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构建服务体系，拓展服务

阵地，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幸福感、获得感。

把志愿服务的形象“树起来”。为更好树立、

展示体育志愿服务的良好形象，河北谋划打造

了“小蓝帽 在行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通

过立体化打造视觉形象，多平台宣传展示，用好

典型引领，推动“一市一品”建设，让“想健身，找

小蓝帽”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共同认知。

把志愿服务的体系“搭起来”。一是创新构

建1+14+N+X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包

括1个省志愿服务总队、14个市级志愿服务分

队、167个县级志愿服务支队、N个自发性群众

健身志愿服务小队，形成了上下一体，全面覆

盖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二是构建小蓝帽志愿

服务队伍体系，包括14.7万公益社会体育指导

员、2万余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64名科学健身

行业专家。三是构建小蓝帽志愿服务内容体

系，包括赛事服务、健身设施维保、体育培训、

健康讲座、技能指导、体质检测、健身项目展演

等。

把志愿服务的阵地“建起来”。一是用好健

身与健康融合中心。在142个融合中心，开展集

体质检测、运动风险评估、运动处方咨询、运动

干预、运动营养、心理调适于一体的运动促进

健康服务，实现科学健身指导的专业化、精准

化、系统化。二是用好“百姓健身房”公园健身

设施。在邢台、邯郸、沧州100余家社区“百姓健

身房”“室外智能健身房”，为群众提供科普宣

传、健身指导、体质检测、运动康复等服务。三

是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实践中心配

备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群众开展体育锻炼、

健身指导、活动组织等。四是用好网络新媒体

平台。通过打造短视频、公众号专栏、电视台多

档栏目，广泛传播健身知识。

把志愿服务的根“扎下去”。谋划实施了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千百万工程”（组建1000人的

志愿服务骨干团队、每年开展不少于100场的

健身指导活动、服务群众数万人），持续开展

“五进五送”（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

进企业）活动。2023年全省开展“五进五送”志

愿服务1233场，服务12.9万人。

河北

打造“小蓝帽”志愿服务“金名片”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 张 志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

四冬”）是继北京冬奥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

大、水平最高的全国综合性冰雪赛事，首次设

置了群众比赛项目。来自全国的冰雪健儿不负

热爱、勇攀高峰，诠释了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与蓬勃生机，展现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战略的发展成果，也使内蒙古全民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全民全运”激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

在“十四冬”群众比赛中，近400名冰雪运动爱

好者参加了速度滑冰、越野滑雪项目比赛，参

赛年龄在8至60岁之间，激发了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热情。在赛事筹办期间，内蒙古开展“冬运

惠民”系列赛事活动近300场次，辐射带动健身

爱好者500余万人次，实现旗县区全覆盖。各地

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持续开展富有北

疆特色的冰雪品牌赛事。充分发挥冰雪体育社

会组织、体育俱乐部作用，实施冰雪运动进家

庭、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牧

区活动，营造了“天天能体验、周周有比赛、全

民皆参与”的浓厚氛围。

“全运惠民”夯实冰雪运动场地基础。“十

四冬”群众比赛创新性地将场地融合在居民区

附近的封闭水域内、设计成“冰雪同框”，周边还

设置了群众嬉雪场地和冰雕展示，将高标准的

竞赛场地与群众共享，每日参与群众超1万人

次。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等“十四

冬”主要比赛场馆，建成以来持续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冰雪健身。

此外，在每个冰雪季期间，利用公园水域、城市

空闲地等建设室外滑冰场百余个，打造群众身

边的冰雪运动场地。支持配备小型多样的旱地

冰雪器材，推动冰雪运动向四季拓展。

群众冰雪运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十

四冬”的带动下，春节假期内蒙古接待游客

314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1亿元，分别是去

年同期的5.76倍和7.63倍，助推内蒙古在更大

平台、更高起点上开发冰雪资源、做热群众冰

雪运动、做火冰雪体育产业，进一步完善提升

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实现筹办冬运盛会与推动

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同时，以“十四冬”为窗口，向各地全景呈现内

蒙古无限壮美风景、独特区位优势、蓬勃发展

气息、现代时尚活力和整体形象品质。

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 张越红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辽宁省体

育局培育形成了“攀登辽宁”“舞动辽宁”“奔跑辽

宁”“徒步辽宁”“骑行辽宁”“追球辽宁”“寻迹辽

宁”“起动辽宁”“扬帆辽宁”“冰雪辽宁”等“运动

辽宁”十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以此为引领，逐

步实现全民健身常态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

以十大系列品牌活动为引领，推动全民健

身常态化。将开展十大全民健身系列品牌活动

纳入《辽宁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计划》。新年伊

始，举办“攀登辽宁”垂直马拉松，春节期间举

办全民健身大拜年，春天打造“舞动辽宁”“徒

步辽宁”“奔跑辽宁”，夏天举办“追球辽宁”“扬

帆辽宁”，8月8日举办“起动辽宁”，号召全省人

民“动”起来。秋意正浓健身恰当时，举办“骑行

辽宁”“寻迹辽宁”，冬天倾力打造“冰雪辽宁”。

大力开展社区运动会，把赛事活动办在群

众身边，去年举办社区运动会近1000场次，参

与人数50余万人，覆盖3000多社区（村屯）。推

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

以十大系列品牌活动为示范，推动全民健

身精品化。辽宁城市男子篮球联赛、大连甘井

子区足球联赛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2023年群

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城市男子篮球联赛

覆盖全省14个地市，每年进行200场以上比赛，

现场观看人数达15万，通过电视及网络平台观

看赛事直播超1000万人次，短视频搜索量达

5000万次以上。

省政府把“一市一品”体育名城建设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推动群众体育精品化发展。“赛

艇之都”沈阳、“足球城”大连、“乒乓之城”鞍

山、“冰雪之都”抚顺、“毽球城”丹东、“帆船之

城”锦州、“篮球城”阜新等等，“一市一品”红红

火火。

以十大系列品牌活动为助力，推动全民健

身规模化。以群众性马拉松为切入点，去年推出

“跑遍辽宁”马拉松系列赛事，力争实现“三个一

百”的目标，即三年举办100场马拉松，与100家企

业合作，100万人参与。覆盖全省十四个市，逐步

下沉到100个区县（乡镇），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到

基层、到乡村，达到百万人跑遍辽宁的目标。

2023年举办活动24场，超20万跑友参赛，134家

企业参与，全媒体宣传点击量超过4亿。

湖北省体育局局长 水 兵

湖北有103个县级行政区，其中78个属于

县域范畴，体育基础薄弱、氛围不浓、短板明

显，近年来，湖北省体育局立足发展窗口、抢抓

发展机遇，围绕群众体育“四到四边”，充分发

挥省级政策、资金、项目、赛事和服务的示范、

撬动作用，收获了良好成效。

把握新发展机遇，以“四个下沉”推动县域

体育高质量发展。即推动资金下沉。2024年，湖

北省体育局对下转移支付资金2.8亿元、建设项

目350个，其中直达县市资金1.9亿元、项目265

个，重点围绕体育场地设施、体育赛事活动、科

学健身指导等方面，支持县市全民健身事业发

展。推动项目下沉。2024年，湖北省体育局投入

资金2.1亿元，带动地方投入近30亿元，计划建

设乡村健身广场200个、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

程200个，新增100家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向公众开放。推动赛事下沉。2024年，湖北省

体育局投入资金6000多万元，计划举办省级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123场、省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

动88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49场，预计带

动全省各地开展赛事活动超过1.5万场，直接

参与群众达500万人次。推动服务下沉。指导全

省各市县以体育总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和

老年人体育协会为重点的体育社会组织网络

建设，引导各级单项体育社会组织下沉基层推

广普及运动项目、开展科学健身指导、举办体

育赛事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四个坚持”开启体育强

县建设新征程。一是坚持以全民健身双创工程

为引擎，夯实县域体育基础。优化15分钟体育

圈，强化省级主导、市级主动、县级主体，创新

实施县域“全民健身基础建设创优、公共服务

质量监测创先”工程。二是坚持以完善办赛参

赛机制为抓手，激发县域体育活力。积极构建

省级主办、市州申办、县市承办的“1+1+N”的

办赛机制。创新举办湖北省“体育过大年”活

动，谋划推出“百镇千村”系列活动、湖北·三江

马拉松、户外大会、社区运动会等品牌赛事，为

助力强县工程、流域治理、乡村振兴、共同缔造

贡献体育力量。三是坚持以“一家二队三训”为

载体，提升县域体育服务。深入开展了“荆楚社

会体育指导员之家”建设，科学组建了社会体

育指导员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两支队伍，广泛

开展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众体育教练员、群众

体育裁判员培训，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

到17万。四是坚持以改革创新资源整合为动力，

强化县域体育保障。支持指导全省各县市成立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健全县域体育事业发展的

组织保障。加强县市体校建设，深化体教融合，

创新开展体教融合示范区试点县市建设。

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 朱 明

四川省把扎实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引领

驱动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作为全省群众体育

的中心工作和“一号工程”推进，并取得了阶段

性显著成效。

突出规划引领，以四川特色构建体育公园

四级体系。“十四五”期间，四川提出了“22215”

体育公园建设战略目标。即全省规划建设各类

体育公园200个以上，实现各类投资200亿元以

上，打造20个市场运营管理主体，带动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新增1平方米，惠及5000万人以上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出台了《四川省“十

四五”时期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市

（州）、县（市、区）、中心镇和一般镇“四级”体育

公园体系。聚焦行政区划片区划分后中心镇和

一般镇常住人口、存量资源等情况，规划建设

中心镇和一般镇体育公园，充分利用城乡“金

角银边”等，建设“口袋体育公园”。推动各地将

地方特色资源有机融入到了体育公园规划中，

建设了一批以体育旅游、滨河临江等为主题的

体育公园，逐步形成了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

体育公园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以联动协同破解体育公园

建设难题。一是解决用地难的问题。探索在不改

变地表形态、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自然资源建设体育公园，实现复合利用。二是

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充分发挥中央和省级资金

的引领撬动作用，推动各级持续加大投入力

度，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全省民生领

域提标进位事项，省级财政每年安排3亿元专

项资金支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重点向体

育公园倾斜。同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革命老区补短板专项资金、加大省级体育发展

专项资金投入等，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对符

合相关标准的项目给予一次性补助。指导各地

统筹运用商业贷款、企业债券、产业投资基金、

开放性金融等多种资金渠道解决项目建设资

金。三是解决协同难的问题。每年度通过召开

省级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体育公园现场会

等方式，进一步建立和强化政府领导、部门联

动、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强大工

作合力。

注重改革创新，以模式创新提升体育公园

开放水平。推动体育公园智慧化，主要体现在

智慧健身器材、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个方面，

通过人机交互、无感采集等，让全民健身更科

学、更有趣、更高效。会同财政厅将55个体育公

园作为公共体育场馆类型一并纳入了省级资

金补助范围，予以开放服务补助，并纳入省政

府“30件民生实事”考核范围。2022年以来，以

“智享公园健身·悦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创新

打造了体育公园运动会，把新潮趣味的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送到了群众身边，吸引了超过10万

余人次参加。

青岛市政府副市长 赵胜村

近年来，青岛市以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为统揽，统筹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加快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设，不

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创建促引领，优化全民健身顶层设计。

2024年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2024年政府工作

报告均将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列入年度

重点工作，市委、市政府两办跟进督查。同时，

完善政策保障。第一部体育地方性法规《青岛

市全民健身条例》纳入市人大首批年度立法重

点推进项目，已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坚持

数字赋能，第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智慧体育平台

“全民健身一张图”，列入重点建设的12大数字

应用场景于2023年9月正式上线。

以创建提质效，完善体育设施配置布局。

做大增量，市政府连续十年把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列入市办实事，截至目前，已建成室外

公共体育设施1.1万余处、笼式多功能场地800余

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超3.3平方米。整合资

源，推动场地设施“能开尽开”“应开尽开”。全市

687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开放比例

70%以上。提升效能，将8.5万件室外公共健身器

材纳入智能管护，做到“码”上管、“码”上修。

以创建浓氛围，助燃全民健身参与热情。

办好群众身边赛事，采取“你点单、我办赛”定制

化方式，举办社区运动会，年均举办600余场次。

持续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全民健身冬季运动

会、全民健身登山节、体育大会、智力运动会等自

主品牌赛事。打造地域特色赛事，突出海洋特色，

突出时尚主题，突出区位辐射，突出足球特色，每

年市级比赛150余项，各级各类群众赛事活动超1

万场次。丰富乡村体育赛事，鼓励和扶持乡村品

牌赛事。2024年，市政府首次将农村体育活动列

入市办实事，促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以创建优服务，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探

索体卫融合发展新模式，率先成立“体卫融合专

家咨询委员会”，挂牌命名28家“体卫融合试点

单位”，编印并免费发放《全民健身“运动处方”

推广手册》。引领全民科学健身新风尚，开通体

育咨询服务电话，组建市、区两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健身公益

服务。组织全民运动健身示范典型“八个一百”

评选，树立全社会关注体育、参与健身的良好导

向。实现健身消费保护新突破，针对市民健身消

费痛点问题，建立体育诚信联盟，会员超过200

家。开发国内首个“运动官数字体育SAAS服务

系统”，是首个用于体育预付消费领域的数字人

民币资金监管服务平台“智金卫士”。试点成立

体育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审结体育消费案件72

件，化解预付式体育消费纠纷1300余件。连续3

年发放体育消费券，让市民得到最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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