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引发热议，

不仅令人心驰神往的美景火了，马背上的游

牧民族形象也深入人心。

阿勒泰是全国重要牧区，有80000多平方公

里天然草原。阿勒泰的牧民们善骑术、善滑雪，千

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生活方

式。骑马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技能，他们通常会选

择天气晴朗的日子举行赛马活动，扬鞭纵马、快意

生活，上演着一场场马背上民族的“速度与激情”。

为充分满足基层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体育文化，阿勒

泰地区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包含赛马在内的民俗

体育活动，农牧民参与热情高涨，在赛场尽展豪情，

同时也将这份生活中的喜气分享给了大批游客。

不久前，阿勒泰市切尔克齐乡举办了一场红红

火火的春季运动会。随着篝火熊熊燃起，恰秀、打鼓、

扇子舞等表演精彩呈现，赛马、扳手腕、摔跤、阿勒泰

大尾羊擂台赛等民俗赛事接连上演。

赛马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骑手们用力拉紧缰

绳，策马扬鞭。来自哈巴河县的选手达仁·阿依肯说：“我骑马

有两年了，是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的骑马技术，今天的成绩给

了我很大的鼓舞，今后要继续提高本领。”据了解，本次活动设

立了21公里赛马、18公里赛马、6公里3岁赛马、3公里1岁赛马四

个项目，共有来自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的150余名选手参与，

比赛为获奖选手提供现金和牲畜奖励。

本次活动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促增收”。在大尾羊

擂台赛中，畜牧专家对羊的体重、体格、头部、四肢、尾部、毛

色等特性展开评判，来自福海县的牧民奥旦别克·哈布力汗

带来的4岁种公羊获得冠军。他开心地说：“这次活动为我们

提供了平台，大家互相交流养殖经验，将促进我们继续培育

更好的羔羊，壮大特色畜牧业，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活动现场还有大量农产品和特色手工工艺品展销，

优质牛羊肉、蔬菜、酸奶、奶疙瘩、酥油……吸引了大量游客，

既宣传了阿勒泰的土特产品牌，还促进了销售，带动了增收。

“感谢政府，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特色产品推销出去，这次

我卖出了50公斤的燕麦酸奶，收入不错，感谢大家光临。”切尔

克齐乡大哈拉苏社区的牧民木拉提别克·哈几曼南说。

从赛马到展销，从民俗体育到文体旅融合发展，辽阔的

草原释放新活力，可爱的农牧民奔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

图景生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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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哎，你知道吗？现在吃饭可以点单，连参加运动会

也可以点单啦！”在山东青岛的街头巷尾，这样的新鲜

话题成了市民热议的焦点。青岛市体育局推出的“你点

单、我办赛”新模式，就像给运动爱好者们送上了一份

定制化的“运动大餐”。

市民王大爷兴奋地告诉记者：“我年轻时喜欢打篮

球，现在老了，更偏向于一些轻松有趣的项目。以前，有

些运动项目根本排不上队，现在能在小程序上自己选，

真是太方便了！”

“‘你点我送’新模式为社区运动会注入了新活

力，为人们增添了更多参与的动力。”青岛市市南区教

体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传统的运动会模式往往是

‘一锅端’，很多市民尽管对参加活动很有热情，但可能

因为没有感兴趣的项目而选择放弃。现在，我们让市民

成为赛事的主导者，按需办赛，既满足了大家的个性化

需求，也提升了赛事的参与度和趣味性。”

那么，这个神奇的“点单”模式到底怎么操作呢？记

者亲身体验了一番。打开微信小程序，一个简洁明了的

界面映入眼帘。亲子类体育项目双人跳绳、足球场射

门、小脚踩大脚，单人项目如定点投篮、筷子夹球、仰卧

起坐，以及集体项目如拔河、够级、托球接力跑等……

三大类三十多项体育项目一应俱全。记者尝试点击了

“定点投篮”项目，立马收到了系统提示：“您已成功点

单，请期待我们的精彩赛事！”

不仅如此，小程序还具备智能统计功能，能够根

据市民的点单情况，分析出不同年龄、不同社区的运

动习惯和喜好，为赛事的组织者提供决策依据。

市民小张告诉记者：“我之前参加过几次社区

运动会，但总觉得项目不够丰富。现在有了这个小

程序，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真是太棒了！”

“你点单、我办赛”不仅改变了市民参与运动

的方式，更让每个人在运动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位置。

社区运动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

我们举办运动会，总担心项目设置不够合理，导

致参与度不高。现在有了这个‘点单’模式，市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项目，大家都非常期待

社区运动会的到来。”

有了“点单”模式，组织者将更加灵活地调整

比赛日程和项目设置，确保每个参赛者都能在自

己喜欢的项目中尽情挥洒汗水。市民刘大妈笑

着说：“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社区运动会了！我

可以和邻居们一起参加我们喜欢的项目，感觉

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一样！”

青岛市采用“你点单、我办赛”的定制化方

式，举办群众喜爱的、期盼的项目，不仅让市民

们享受到更加贴心的服务，也推动了全民健身

运动的深入开展。

本报记者 刘昕彤

城市是赛事的“赛场”，赛事是城市的“秀场”。近日，借

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浙江温州举办之际，为了满足群

众期待，由温州培养输送的全国冠军丁利斌来到城市文化

驿站，与当地的摔跤爱好者共温运动员时期的美好时光，

也让更多人了解摔跤运动。活动分为冠军说摔跤、教练展

摔跤、观众聊摔跤及主席讲摔跤等环节，满足了群众对赛

事运动的了解需求，通过文体融合，运用文化驿站公共文

化平台，讲述了摔跤故事，传播和推广了体育文化。

“一起去打保龄球！”今年，温州社体中心继续推出了

“强城有我·全民健身”科学健身指导课配送系列活动。活

动采取“你点我送”的形式，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

极作用，广泛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全民健

身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服务就在身边，健康就在家门

口，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相关负责人表示，采取“你点我送”的形式，有利于广

泛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完善体育公共服务配送体系，进一

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活动按月推出，每

月推出不同项目的教学配送，公益免费，5月开始保龄球培

训，由相应体育协会协办。“只要群众有需要，并有相应的

符合条件的教学场地，包括社区、文化礼堂、民营企业、事

业单位、机关及居民生活区，都可以根据健身需求报名申

请。协办单位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相应的教学老师上

门教学服务，真正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

温州苍南县政协也举办了2024年“六送下乡”委员

走进基层、走进群众集中服务活动。“六下乡”活动以送

卫生、教育、法律、文化、科技、体育为主要内容，是该

县政协多年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

实践，来自教育、卫健、司法、农业、文广旅体部门工

作者，为群众提供技术咨询、医疗义诊、体育宣讲等

专业服务，“超豪华”阵容引来一大波群众，各个摊

位前都挤满了人。

在该县文广旅体局咨询台前，工作人员给群众

赠送了短绳、握力器、象棋等体育用品，并指导他们

正确的使用方法。“真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多办

几场。”一位市民说道。此次“六送下乡”服务活动，

文旅体局还专门给矾山镇群众赠送了一套价值15

万元的笼式足球场和200册图书，进一步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我之前就特别希望能

有机会接受专业老师的培

训，现在专业老师来到我们身

边给我们上课，这样的机会太

难得了。”济南能源集团职工李

超说。日前，为进一步推动济南

市“体惠泉城·健康生活”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优化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模式，实现群众健

身需求的“精准供给”，济南能源集

团职工接受了市体校八段锦教学

老师的指导，不仅提高了健身技能，

还增强了运动热情。

据了解，今年以来，济南市体育

局面向全市开展了点餐式公共体育

服务配送活动，“你点我送”服务模

式一经推出，收获了群众的一致好

评。除了走进济南能源集团，济南市体校

的篮球和足球教练还为高新区劝学里小

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球类教学指导，

弥补了学校体育教师在专业上的不足，促

进了体教融合发展。吴家堡街道办事处根

据市民对广场舞的热爱，申请了广场舞教

学指导活动，济南市体育局派送了专业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教学，激发了市民的

健身热情。

家住吴家堡街道的居民邱婉方说，“平

时我们都很喜欢跳舞，但是缺少专业指导，

只能通过网络视频学习。学习专业老师教

的动作技巧后，感觉自己有很大进步。”

打破传统体育志愿服务模式，依托济

南市智慧体育平台，建立配送网络系统，

搭建监管方、配送方、需求方三方网络操

作平台，市民根据健身需求通过平台下

单，变“计划供应”为“点单配送”，实现供

给和需求有效对接。

为支撑起居民的“点单”需求，济南向

全市高校、医院、体育协会、俱乐部遴选专

业技术人才，初步组建了174名包含高校

体育教授、专业体育教练、运动康复专家、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全民健身专家库，

作为主要师资力量，为市民提供篮球、瑜

伽等70种健身指导项目。

市民可现场或通过数字平台对公共

体育服务配送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提出意

见和建议，派出单位及时汇总、跟踪反馈

和调整改进。截至目前，已开展健身指导

服务活动356场次，受益群众1.2万人次。

未来，济南市体育局将继续围绕打造

“体惠泉城·健康生活”志愿服务品牌，创

新开展体育项目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

进企业、进机关活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

配送由“点上探索”转向“面上铺开”，推进

济南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常态化、便利

化、精准化。

本报记者 轧学超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不仅是竞技的舞台，还是增进

民生福祉、提振群众精气神的宝贵平台。近年来，全国

各地“问赛于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举办的赛事活动

越来越多，将赛事活动举办与居民需求和当地社会发

展统筹起来考虑，把赛事活动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这不仅是办赛理念的改变与提升，更是将办赛惠民落

到了实处。

单就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本身而言，老百姓既是比

赛的支持者，也是参与者。在赛事活动过程中，引导群

众建立科学健身理念、掌握正确的健身方法，让群众养

成良好的健身习惯，享受健身的乐趣，体育服务也在

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

“问赛于民”，这样的办赛理念可以说是体育应有的价

值取向。

“问赛于民”的意义更多的是汇聚人气，将办赛

为民落到实处，不是为了办赛而办赛，而是要充分发

挥赛事平台的特殊作用、扎扎实实为民服务，满足基

层群众对赛事活动的需求、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问赛于民”不仅是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发挥群

众体育赛事综合效益的着力点，更是满足基层群众

对健身健康的需求，让体育可触，让体育可感，让人

民满意的实践路径。

定
制
的
﹃
运
动
大
餐
﹄
你
下
单
了
吗

“问赛于民”擦亮全民健身幸福底色

山东青岛 赛事开启全民定制新模式

浙江温州 体育公共服务配送体系逐步完善 山东济南 群众健身需求有了“精准供给”

新疆阿勒泰 为农牧民举办一场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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