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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风采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成为广大群

众的“刚需”。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赛事

突出“全”字特色：覆盖全时段、全地域、全人群、全民族，努力打造“体育的

盛会、人民的节日、欢乐的海洋”。唱响“民”字欢歌：赛事所设的华北、东北、

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7个赛区，项目设置均采用“5+N+X”的方

式———“5”为5个规定比赛项目，即足球、篮球、排球（气排球）、健身气功和

太极拳；“N”为N个在本赛区的自选特色项目；“X”为各省（区、市）自选项

目，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按照因地制宜、举步可就的原则，把赛事

送到群众身边。为了宣传报道好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本报开设“第一

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风采”专栏，总结梳理各地赛事开展中的基层首创、典

型经验，努力强化“大群体”工作格局，发挥赛事多元价值功能和综合功能，

讲好全民健身故事，为赛事开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记者 部国华

张弓搭箭，西北地区的37支代表队、近400名射箭

选手齐聚宝鸡市陇县关山草原，比比谁是真正的“神箭

手”。陕西省陇县自古以来的射箭文化重现关山牧场草

原景区，展现了西北地区浓郁的民族特色。

箭矢如飞，破空之声不绝于耳。比赛项目涵盖了

竞技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等多个类别，并设置了

不同组别，以满足不同年龄和水平的运动员参赛需

求。在紧张的比赛之余，《秦鼓》《中国社火》《美丽的

关山草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集中展现了

大美陇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别样的形式欢迎

各方宾朋的到来，为比赛增添了喜庆和欢乐。

此次射箭比赛的举办不仅为运动员们提供了一

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为广大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它充分展示了射箭运动的魅力和宝鸡市群众

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体育、旅

游的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体

育力量。陇县自古以来射箭文化盛行，关山牧场是射

箭等传统体育活动的热门地方。本次比赛在陇县举

行，也为当地射箭运动发展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

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香格里拉”的全国体育旅

游精品目的地陕西省黄龙县，民族广场舞比赛（陕西

站）举行。广场舞作为大江南北广泛活跃在群众身边

的健身舞蹈，舞动的是健康活力和自信魅力，是乡村

和谐的润滑剂，是城镇文明的催化剂，更是展现各族

群众多姿多彩文化生活和良好精神面貌的一面旗

帜。随群众性大赛的广泛开展，广场舞逐步实现标准

化、规范化，有了可视可比的难度展示点、得分点和

加分点，如规定套路中有策马奔腾、吉祥谣、丝绸之

路、桃花谣、阿里西里、站在草原望北京等不同难度

层次的选择，自选套路也有了欢歌起舞、我的阿勒

泰、七月火把节等更高难度分的自选编排，使得比赛

更富观赏性和竞技性。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以“伟人故里、武

动河南、屋脊湖北、红色江西”为主线，以全民健

身为纽带，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具有地域

特色的赛事活动，充分展示华中地区丰富的文

化底蕴和体育精神，打造健康中国的华中样板。

定向系列赛发现城市之美。河南省城市

定向系列赛将健身、文化、旅游、教育、环保等

多种元素巧妙融合，让参赛者用脚步丈量城

市，用运动拥抱和谐美好生活，在竞技比拼的

同时，感受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城市风光；街舞体育舞蹈掀起青春风

暴。比赛与景区、街区、商圈融为一体，通过赛事活动的“烟火气”，带旺街区、商

圈的“满满人气”，激发景区的“勃勃生气”，推进体旅融合，放大体育赛事活动

的经济效益，共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柔力球比赛展现运动健身风

采。在柔美和力量的融合中感受运动健身魅力，在酣畅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

乐。此次比赛参赛人数多、覆盖区域广，同时也是国家赛与省级赛两赛合一举

办，提升了赛事规格、扩大了赛事影响；广场舞比赛舞出时代风采。湖南省广场

舞比赛展现各地的特色文化、讴歌新时代的丰收喜悦，舞出了新时代风采，共

同奏响健身乐章；全国露营大会感受山野风光。该活动深度融合“露营+体育”，

引入云中定向、飞盘公开赛、桨板公开赛三项赛事，以新颖的活动方式点燃群

众运动激情，促进户外体育进一步发展。

“厂BA”是东北赛区的重头戏。所谓“厂BA”，即工厂篮球赛，32支企

业球队、384名运动员脱下工服，穿上球服，尽显东北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风范。

各参赛队伍的名字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业的厚重与脉动。“国旗红”———

从专用染料的诞生，到新中国重机工业的摇篮；“神经元”———从中国高

铁，到世界首台直流最高等级变压器；“电连接”———从两弹一星、远距离

火箭，到用铸件护送“嫦娥”奔月、巨轮入海；“独角兽”———从全球压缩机

行业翘楚，到新晋制造业……简短的“厂BA”入场式，仿佛成了大厂大企

巡礼。如此充满东北气魄的“厂BA”一经推出就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传播，曝

光量破亿。

沈阳市铁西区有30万产业工人，3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673家外资企业、84

家世界500强企业、13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厂”是产业基座，也是振兴主力。大

赛充分展现了兴产业、兴沈阳、兴体育。

上世纪70年代，东北工业基础雄厚，城市化水平领先全国，体育运动广泛开

展，加上东北人强健的体质与外向的性格，辽沈地区体育氛围越发浓厚。如今

的“厂BA”显然是篮球基因、体育基因的血脉传承。

借助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平台，“厂BA”成为体育新的赛事名片，展现

沈阳风采、辽宁特色、东北风情，丰富职工体育文化生活。

“割稻、拔河乐趣多，跑步还能赢土特产！”第

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农民健身嘉年华将

农耕活动和健身赛事结合，以丰收为背景、农民为主

体，在田间地头奏响了庆丰收、享运动的欢快乐章。

农民健身嘉年华在项目设置上将农耕活动和健身赛事

完美结合，让运动体验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乡土气

息。滚蚕匾、旱地龙舟等项目则考验了农民的团队协作与体能。

作为压轴项目的“浙里乡村健康跑”，既是一次健身，也是一次沉浸式的乡村美景

之旅。

华东区沙滩嘉年华依托山东乳山银滩旅游资源，通过海钓比赛和沙滩运动等

全民健身活动，与沙滩游艺等旅游项目结合起来，融入海上观光、岸滩赶海等丰富

多彩的文旅活动，展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独特的竞技魅力，带来全新的娱乐体

验，提高了全民健身的参与度，也提升了旅游景区的人气度，实现了体育文旅融合

发展，互利双赢，开创了娱乐健身的全民健身新模式。

这些赛事活动在惠民生、增活力，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助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体育力量。

攀椰竞速、板鞋竞速、珍珠球、抢花炮……名字听起来很有特点，操作起来

也很有意思。在大赛华南区，这些集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于一体的项目，

展现了华南区鲜明的地域特色。

华南赛区以龙舟竞渡拉开序幕，广西则通过抢花炮项目传递幸

福追求，促进民族团结，海南通过攀椰竞速项目将劳作场景转化为

竞技，展现自然之美与劳动智慧。攀椰竞速源自海南岛上群众爬

树摘椰子的古老生活劳作场景，海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

中发展出来的独特技

能，通过这样的比赛，让

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到了这

一传统技艺的魅力。同时，也

为当地旅游业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色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和体验。而对于选手们来说，这是一次展示自我、挑

战自我的机会，他们在比赛中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和意志，也收获了友谊和荣誉。

全民健身大赛中独特的地方特色比赛，不仅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比赛平台，也

为每个人提供了展现风采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让全民健身真正因全民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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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丝带”这座享有“最快的冰”美誉

的冬奥场馆，不仅见证了众多世界级运动

员的辉煌时刻，还成为普通大众体验奥运

氛围、感受冰雪魅力的绝佳场所。

大赛华北区速度滑冰比赛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开赛。华北五省区市的群

众速滑运动员汇聚于此，亲身体验奥运

场馆的专业与魅力。冰场上的你争我夺，

场下的切磋互鉴，无不展现着速度滑冰这

项运动在各年龄段的广泛参与和深厚底

蕴，彰显了全民健身大赛以人民为中心、

满足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带动全民健

身广泛开展的办赛宗旨。在这里，选手们

体验奥运场馆的专业与魅力，真正实现了

冬奥遗产的全民共享和全民参与，为全民

健康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华北区越野滑雪比赛在张家口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开赛。这也是首届国家级全

民健身越野滑雪赛事，有力助力群众冰雪

运动的发展。“越野滑雪是一项挑战自我、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运动，本次大赛不仅考

验运动员的技能，也展现了全民健身理

念。”大赛仲裁委员会委员孙文东说。

群众赛事走进奥运场馆，通过赛事牵

引，充分发挥其聚人气、促消费、带经济的

作用，培养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文体旅

融合发展，发挥体育多元价值功能，为赛

事举办地提供了更好的社会资源，让民众

能在“家门口”尽情享受体育赛事全民参

与的幸福。

多彩赛事尽展民族风情

七大赛区因地制宜赛出各自精彩

丰富“全”字内涵 彰显“众”字特色

东北赛区东北赛区 “厂BA”展现东北产业力量

华南赛区华南赛区

华中赛区华中赛区 一地一特色 健康向未来

华东赛区华东赛区 田间地头上演全民健身嘉年华

华北赛区华北赛区 群众赛事走进奥运场馆

西南赛区西南赛区 西南地区一家亲 全民健身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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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民族多元、文化深厚。一块平地、两个人、

长约4米的绳子式布带套在脖子上，用腿腰肩颈的力量

进行拔河，这就是独具西南特色的押加运动。综合考虑

西南地区地域多元等因素，西南赛区将动和静、传统和

新兴、大众和民族相结合，押加、陀螺和珍珠球的比赛

让民族传统项目成为西南赛区独特的符号。

相对于押加来说，陀螺可能是大众比较熟悉的项

目。西南区陀螺比赛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云南普洱举

行，也进一步推动了项目的发展。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历时129天，覆

盖五省（区、市）的13个地区，成功举办17个项目。线下

和线上项目参赛人数超2.4万人。

闭幕式上，展示科技赋能体育、融汇世运特色、推

广新兴体育的文体展演节目穿插于奖项之间轮番

上演。文体展演聚焦世运、融合、活力、简约，凸

显“全民健身、@未来”“四川元素、西南符号”

两大亮点，新兴体育主题、科技体育主题生

动呈现出西南地区地域的联合、民族的多

元、文化的深厚、体育的活力及对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的美好憧憬。

闭幕式尾声，五省（区、市）领导嘉

宾纷纷化身“推介官”，上台分享本区

域接下来将要开展的特色赛事活动，分

享本地区全民健身区域特色，充分诠释

了“西南地区一家亲、全民健身一条

心”。

西北赛区西北赛区 舞在黄土高坡 箭穿关山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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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全民健身大赛各赛区比赛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