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24年全国跳伞锦标

赛日前在江西吉安落幕。此项赛事

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跳伞比赛，吸引

了来自7个省区市的8支代表队、100

余名跳伞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共设

有特技、定点、全能、造型、踩伞、伞

翼飞行、自选花样等7个大项。

经过7天激烈角逐，北京队取

得银牌4枚、铜牌4枚，河南队取得

金牌8枚、银牌7枚、铜牌5枚，湖北

两支队伍共取得金牌3枚、银牌1

枚、铜牌1枚，湖南队取得金牌1枚、

铜牌3枚，四川队取得金牌5枚、银

牌2枚、铜牌3枚。东道主江西队运

动员在比赛中奋勇拼搏，展现出强

劲的实力，获得金牌1枚、银牌3枚、

铜牌3枚，其中陈文静获得青年女

子个人定点第一名，张广平获得青

年男子全能第二名、青年男子个人

定点第三名和青年男子特技第四

名，胡能源获得青年男子个人定点

第二名和青年男子全能第三名；在

团体项目中，江西队获得男子集体

定点第二名、自选花样第三名和女

子集体定点第四名。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

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

空运动协会、江西省体育局、吉安市

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航空运动管

理中心、江西省航空运动协会、吉安

市委军民融合办、吉安市教体局、吉

安县人民政府承办，吉安县教体局、

吉安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吉安县桐

坪镇人民政府协办。（冯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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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24张家界拳

王争霸赛暨张家界小程序及社群

运营启动仪式在张家界学院体育

馆举行。

作为张家界专属打造的“超级

体育IP”之一，拳王争霸赛不仅展

示了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还进一

步提升了张家界的国际影响力。

赛事中，来自伊朗、摩洛哥等国家

的顶尖拳手与国内优秀拳手展开

对决，为本次赛事增色。

张家界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小程序及社群运营的建

设，是推动体育旅游公共服务数字

化、智能化的重要手段。它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更好地整合体育旅游资源，为游客

和市民提供便捷、高效、个性化的

体育服务。

据介绍，通过搭建小程序平

台，张家界将进一步激发文旅产业

活力，打造全新文体旅创新性合作

模式，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旅游

体验。同时，将不断吸引更多户外

运动主理人入驻，与区县、跨地域

合作伙伴联手，创建复合型体育消

费场景，不断提升张家界体育IP的

国际化品牌价值，推动区域体育产

业融合，为建设健康、活力的现代

化城市贡献力量。

本次赛事活动由张家界市人

民政府主办，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永定区人民政府承办。

（冯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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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昕彤

近日，由浙江省体育局主办，杭州市体育局、

余杭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4年浙江省社区运动

会总决赛在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社

区开幕，来自浙江全省各个地市的12支代表队、

近200名社区健身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本届总决

赛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进行了拔河、

现代社区定向赛、运转乾坤和疯狂独轮车四个运

动项目的角逐。

比赛现场，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活力交织，

营造出热烈而浓厚的竞技氛围。运动员们身着统

一的队服，精神抖擞，他们在拔河比赛中齐心协

力，为良渚文化村社区增添了无限生机。其中，定

向赛的设计将良渚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让参赛

者在比赛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深入了解这片

土地的历史。

社区居民李女士热情地说：“我今天专门带

着小孙子来看比赛，看到他们拔河时那么卖力，

我在旁边喊得嗓子都哑了。这种活动真的很接地

气，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赛事期间，良渚文化村的文化市集也吸引了

众多游客和参赛者。非遗文化、特色美食、文体商

品琳琅满目，不仅为参赛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

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浙江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

化交流的平台。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运动会承载着

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激活社区生命力、促进社会

和谐的重大责任。本届总决赛以“全民健身 你我

同行”为主题，是一次社区体育的竞技，更是一次

推动基层体育事业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激发社

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构建健康向上的社

区文化，展现浙江体育事业的新成果、新风貌。

据了解，近年来，杭州余杭区深入贯彻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体育设施建设，完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截至目前，余杭区已建成

全民健身路径800余条，实现了全区全民健身设

施全覆盖。同时，杭州市已形成“10分钟健身圈”，

每年举办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超过1000场，参与人

数超过50万人次，真正做到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常

态化、多样化。

浙江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运动会

是浙江省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它不仅推动

了基层体育设施的建设，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还促进了地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浙江将持续以体育为桥

梁，以文化为纽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共同绘制社区和谐发展的新画卷。

2024年浙江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杭州开赛

基层体育绘就社区和谐新画卷

渭南市体育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身意识也在

不断增强，参与健身活动的积极性也有了极大提

升。为更好地推行全民健身行动计划，增强人民

体质，近年来渭南市在深入分析新阶段当地全民

健身工作形势任务的同时，赴日照市、绍兴市、重

庆荣昌区进行实地调研，结合全民健身工作中迫

切需要加强和解决的问题，从立法目的、适用范

围、基本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条、项、款规定，并于

2024年8月22日渭南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24年9月27日陕西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批准，颁布《渭南市全民健身促进条例》。

为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

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盯“体育强市”建设目

标，紧抓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陕西省

十八运会筹办契机，努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明显改善，

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繁荣发展，群众健身参与程

度不断提高，全民健身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渭南市群众体育发展走在了陕西和西部地区的

前列。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渭南的全民健身

工作还有更大的上升发展空间。为全面贯彻《全

民健身条例》，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保障

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

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进一步调动各级政府、社会

各界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保障

规范和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全

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创建工作，渭南市启动了

《渭南市全民健身促进条例》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健身工作机制。建立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健身工

作机制，不断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市、县、镇（办）

三级人民政府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责任，明确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民健身工

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完善工

作协调机制，建立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财政保障机制，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

导和支持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通过明晰职责分工，规范体育行政部门、政府

有关部门及群团组织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相关

职责。鼓励和支持全民参与健身，保障各类人群

平等参与全民健身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

优化完善健身设施供给。不断加强规划引

导，规定市、县两级要编报体育健身设施布局规

划。明确市、县、镇三级公共体育设施配建标准及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健身设施的

配建要求。政府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统筹

配置健身设施，推进智慧体育设施建设，达到相

关规定标准。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利用闲置场地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鼓

励社会力量利用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城

市空闲地等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改建全民健身设

施。支持利用山地森林、河流峡谷、草地荒漠等地

貌，建设特色体育公园，在河道湖泊沿岸、滩地等

地建设健身步道。通过优化资源布局，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公办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创造条件向公

众开放，满足公众的健身需求。实行全民健身设

施管理制度，对管理单位确定和管理单位职责做

出明确规定。

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在体育宣传周期

间，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断加

强全民健身宣传，体育主管部门也集中组织开展

全民健身赛事和展演、展示、咨询、体验等主题活

动，并提供免费健身指导服务。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通过结合本单位

实际，在体育宣传周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同时遵循因地制宜、小型多样、注重实效

的原则，建立工间（前）操制度，每个工作日组织

开展广播体操、八段锦等工间（前）体育健身活

动。举办职工运动会，开展各具特色的健身活动。

强化全民健身服务保障。不断加强基层体育

组织建设，实现体育组织市、县、镇、村四级全覆

盖。通过建立全民健身活动评估制度，推动全民

健身活动落实落地。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与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养老、旅游等融合发

展。加强运动健康干预，鼓励将体质测定纳入健

康体检项目。培育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打造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扶持特色体育旅游企业。推动赛

事经济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将全民健身

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目录，鼓励保险机构创新

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开展全民健身相关的保险

业务以及体育设施和体育赛事的风险评估。

大力发展智慧健身体育。鼓励开展全民健身

科学研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

化技术在全民健身服务领域的应用，提升全民健

康服务保障水平。体育主管部门通过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公开赛事活动、场地设施名录、

健身站（点）、健身指导人员、设施报修、投诉途径

等相关信息，发布科学健身指南，为公众提供赛

事报名、场地预约、运动分析和科学健身指导等

综合服务。

渭南市坚持高质量立法，通过找准着力点、

切入口，从实际出发，不断突出实践特色和针对

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不断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以高质量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而《渭南

市全民健身促进条例》的颁布不仅是渭南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更是渭南

市地方立法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对增强群众获得

感，加快体育强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

响。

健全地方性全民健身法规，有利于增强权威

性。在建立健全全民健身的制度建设方面，渭南

市依法定程序制定权威性、普适性的地方性全民

健身规范性文件，走在全省其他市前列。渭南市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渭南市全民健身促进

条例》后，建立和完善适应本地区的权威性、普适

性的地方性全民健身方面法规，并在全社会普遍

实施，助其发挥出效力，使全民健身活动在规范

法规保障的前提下健康发展。

健全地方性全民健身法规，有利于增强可行

性。制定适合地方的全民健身法规体是全民健身

法规建设的难点，渭南市在赴先进地市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在全市所有行政区域

内构建健身服务体系，特别是在锻炼者的组织、

场地安排、经费投入、咨询指导等管理要素方面

做出可行性强的安排，有利于增强全民健身发展

可行性。

健全地方性全民健身法规，有利于增强规范

性。通过制度法规形式规范社区体育活动是促进

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开展的重要保证。渭南市在制

定《渭南市全民健身促进条例》时，坚持把群众体

育工作管理中比较成熟、稳定、带有规律性、周期

性的原则、方法和方式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通

过法规延续和保障群众体育活动的长期积极性。

夯实法治保障基础 推动建设健康渭南
———渭南市加强地方法规建设助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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