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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快车

方 傲

体育强国的基础是群众体育。作为一名80后，我

有幸见证了我国竞技体育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也

切身感受到群众体育从微至著的蓬勃力量。大家从

说体育、看体育到练体育、爱体育，中国体育的群众

路线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体育是什么？相信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体育故事。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

的体育。

体育是生活。近年来“马拉松热”席卷全国，不仅

北马、上马这些传统赛事门槛飙升，其他城市马拉松

赛亦是一签难求。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很多跑友的

选择。不久前，一位朋友因为没有抽中武汉马拉松的

参赛资格而深感遗憾，他精心筹备的周末武汉行因

此失色不少。马拉松赛持续升温的背后，是跑步人群

的迅速扩张，小区里、公园里、马路上，周末跑、下班

跑、出差跑，随时随地皆可跑。跑完后顺便发个朋友

圈，记录生活，以跑会友。当马拉松、骑行等夏季运动

不断出圈的同时，北京冬奥会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冰

雪热，昔日小众且遥不可及的冰雪运动，如今已经走

出电视，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普通人也能上冰雪。身

边朋友同事受此契机感召，纷纷投身冰雪运动。他们

每年如候鸟般追逐雪线、打卡雪道，尽情领略冰雪之

上的速度与激情。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不仅体现于

运动项目的多元与普及，更彰显在便民健身设施的

日益完备。近年来，不少城市的街心公园多了起来，

小而美、巧而精，健身器材设施也应有尽有，市民走

出家门即可享受运动之乐。就如笔者家附近的街角

空地，新近被精心改造为便民健身场地。每日里，八

段锦的舒缓招式、广场舞的动感旋律、羽毛球的轻盈

飞舞、轮滑的酷炫疾驰，轮番上演，男女老少皆沉浸

其中，热闹非凡。随着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设施

不断完善，体育已然化身生活的必需品，成为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

体育是良药。于我而言，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

父母年轻时，受条件所限，没有参与体育运动的习

惯。随着年龄增长，患上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严

重时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身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两

年前，为了帮我照顾年幼的女儿，他们来到北京。当

孩子踏入幼儿园后，他们的生活节奏陡然变化，大把

的闲暇时光摆在眼前。他们在北京既无亲戚朋友可

走动，又无特别的兴趣爱好来消磨时光，我生怕两位

老人的身体会出问题。然而他们另辟蹊径，开启了一

场别具特色的老人版“citywalk”。起初，他们每天到

附近的陶然亭公园散步。后来，脚步逐渐延伸到天

坛、北海、颐和园等市内的大小公园，偶尔还去网红

打卡地凑热闹，京郊的西山步道、大运河畔、百里画

廊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父母常说，如今公共交通

很便捷，公园景区的步道也修得很平坦，适合老人散

步健身，经常出去走一走，亲近自然，领略美景，身体

硬朗了，心情放松了，人也乐观了。如今，体育不再是

年轻人的专利，刚柔相济的太极剑、活力四射的广场

舞、上下翻飞的空竹……爷爷奶奶们成了体育锻炼

生力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身体健康，家庭基

石才会稳固，我们这些子女才能安心全心投入工作

与生活。体育在悄无声息中，为家人健康保驾护航，

为家庭幸福添砖加瓦。

体育是教育。2024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儿

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场艺术体操比赛。灵动的身姿、优

美的韵律、高难度的动作深深吸引了她。小家伙当即

提出要去学习艺术体操，说以后也要参加国际比赛。

尽管只是小朋友一时兴起，但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我

决定带她开启这段艺术体操之旅。起初，她踏上训练

场，一切都是新奇有趣的，然而，随着训练的深入，跳

绳跳不好、压腿压不下、体力跟不上……种种困难挫

折接踵而至。我无数次做好了她会放弃的心理准备，

但令人欣慰的是，每一次在短暂消沉后，她都能自己

振作起来，咬牙坚持，一次次地克服困难。比如跳绳，

从最初的完全不会、刻意回避，到现在的敢于面对、不

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看到了体育对孩子

的改变，它教会孩子为了心中热爱而拼尽全力，让她

懂得不轻言放弃的意义。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艺术体

操队历史性夺得团体金牌，又在她小小的心灵里种下

了一个大大的梦想。体育，润物无声地教会孩子坚韧，

赋予孩子自信，为她的人生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去

追求更高的目标，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新时代，

中国体育实现了无数历史性突破，一次次提振着中

国人的信心与士气，也不断激发着民众对于体育的

热情与豪情。我们每个人都是体育强国的参与者、建

设者和受益者。

体育为民 强国共筑
———从群众体育看体育强国建设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指导、河北省体

育局主办、张家口市体育局承办的2024-2025雪耀中国高山滑雪比赛

（云顶站）在云顶滑雪场完赛。

雪耀中国系列赛事创办于2022年，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广受大众滑

雪爱好者青睐的知名滑雪赛事品牌。云顶站比赛吸引了219位运动员在高

山滑雪大回转和高山滑雪回转两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大回转项目中，张偲远和姚知涵获得U10组别的冠军，张恒屹和

王乙冰获得U12组别的冠军，孙可芮和王睿祺获得U14组别的冠军，

王正政和刘梦涵获得U16组别的冠军，徐婧寒和谷惠睿获得U18组别

的冠军。回转项目中，房子豪和黄杰西获得U10组别的冠军，朱禹辰和

王乙冰获得U12组别的冠军，邵歆雅和王睿祺获得U14组别的冠军，王

阳明和张蕴涵获得U16组别的冠军，谷惠睿获得U18组别的冠军。

本赛季，雪耀中国赛事增添了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计划举办

8场分站赛，赛事日程贯穿整个雪季，云顶站的比赛为第三场，第四场比

赛将在雪如意滑雪场举行。 （张博宸）

本报讯 日前，第一届全国

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冰上龙舟

比赛暨承德市职工、社区冰上龙

舟争霸赛在河北承德双桥区武烈

河冰雪运动“三进”培训基地开

赛。

本次比赛是承德创建全国全

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体育赛事进

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之

一，也是2025年全民健身大拜年主

题活动，吸引了全市的市直各单

位、大中专院校、体育单项协会、俱

乐部、企业等27支队伍、近500名选

手参加。

围绕此次冰上龙舟赛，承德

市以“全民健身大拜年”为主题，

同步启动速度滑冰、陆地冰壶比

赛、冰球比赛、音乐展示、企业展

销……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

参观。

“冰上龙舟项目特别有意思，

希望以后能继续举办，成为承德的

特色名片。”前来观赛的市民吴雪

娇表示。

本次比赛由承德市体育局、承

德市直机关工委、承德市总工会、

共青团承德市委联合主办。

（轧学超）

本报讯 春节期间，湖南省

100余家公共体育场馆将免费或低

收费向公众开放，这一举措不仅丰

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还彰显

了湖南省推进全民健身、共享健康

福祉的决心。

春节前夕，永州市全民健身服

务中心内热闹非凡，工作人员正紧

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据场馆管理人员介绍，春节期间，

中心内的各项体育设施将全天候

向市民开放，包括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气排球、柔力球、健身球、武

术、跆拳道、太极拳（剑）、健身气

功、体育舞蹈、排舞、广场舞、街舞、

曳步舞、瑜伽、健美操、啦啦操等多

个运动项目和文体活动。“我们正

在对场馆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每一

处细节都万无一失，以最优质的服

务迎接每一位健身爱好者的到

来。”该管理人员满怀期待地说。

与此同时，醴陵市全民健身指

导中心体育馆，春节期间将免费开

放气排球、篮球、广场舞、太极拳、

乒乓球、武术等多个项目场地，并

增设了专业教练指导服务，让市民

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也能学到

专业的健身知识。醴陵市全民健身

指导中心体育馆负责人表示：“我

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运动

成为市民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活力、和

谐的新春氛围。”

（部国华）

本报记者 刘昕彤

来自江苏泰州的陈敏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一级武

术裁判员、中国武术六段。精通陈式太极拳、42式太极拳、太极剑，

在国家和省市各类比赛中拿奖不断。不过除了拿奖外，陈敏认为最

重要的是带动大家一起健身，共享太极拳带来的健康。

陈敏始终把“奉献、服务、健康、快乐”牢记在心，下班后大部分

精力都投入到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中，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推广

太极拳、健身气功、柔乐球及协会组织管理工作。他连续五年被泰

州市体育局聘请为泰州地区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太极拳、柔乐球

项目技能培训班授课老师，还担任2024年江苏省一线社会体育指

导员瑜伽项目技能培训泰州站授课老师，严谨的教学态度、专业的

理论知识和亲切的教学风格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

凭借优秀的专业素养和水平，陈敏常年活跃在各类全民健身

活动第一线，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组织各类体育赛事、

培训、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等。全年带领400人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

参与江苏体育志愿服务小程序打卡活动，完成3月5日学雷锋纪念

日、五一劳动节，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 ”题词等各项主题活动。2023年第三届江苏省网络气功大赛完

成3797人次，2024年第四届江苏省网络气功大赛组织集体项目115

组并荣获全省优秀组织奖。平时高效有序地管理协会日常工作，做

好城区40个健身站点和志愿小分队活动安排，受益群众达5万余

人，不仅增强了群众身体素质，还培养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丰富了

群众的文体生活。

陈敏表示，将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引领更多人走向健康

的生活，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来，共同享受健康带来的快乐。

本报记者 轧学超

龙胄门球身心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2018年，

人员包含广东深圳门球协会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工

作人员及深圳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等共

22人。其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名、门球项目国家级

裁判4名、门球教练员1名。

服务队自成立以来围绕运动健身需求，着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立足于门球运动的

推广普及，围绕青少年、中老年参与人群，以门球文化传

播、门球运动项目推广普及、门球赛事服务等核心内容，

依托深圳市门球赛事活动、广东省门球赛事活动及中国

门球协会主办的裁判员培训班、全国赛事活动（美丽中

国·全国门球大赛、全国退役军人门球赛、全国女子门球

赛、全国青少年门球赛等）、全国性会议等进行志愿服务。

截至目前，开展依托国家级赛事活动的志愿服务50余次，

省市、县区、街道类活动上百次。

在组织机制方面，服务队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协调机

制，制定志愿服务发展规划、工作计划等事项，并根据工

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整合内部及各方资源，协调落实志

愿服务经费、宣传资金募集与管理等工作。建立志愿者注

册管理体系和志愿者培训体系，完善志愿者招募、培训、

注册、工作服务、激励表彰等工作流程，普及志愿服务的

相关知识，提高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

服务队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和门球专业人员、

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形成了以门球专业人员为主体的

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利用各级、各地协会等体育组织和社

团的影响力，扩大志愿服务范围，动员和吸纳有体育专长

和志愿服务意愿的各界人士参与志愿服务。提供针对青

少年开展门球技战术培训、针对中老年人群进行赛事报

到、参赛咨询等多方面服务内容。同时，对西部门球发展

较薄弱的地区，进行赛事组织服务、活动宣传服务等。

据介绍，服务队通过门球推广普及与赛事活动志愿

服务的开展，使得超过2万人次直接受益，青少年门球运

动得以在更多地区开展，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在门球

发展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将赛事活动送到家门口，更是得

到了广大门球运动爱好者的认同。

本报记者 傅潇雯

近年来，江西省上饶市太极拳协会在加强传统太极

拳理论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普及宣传太极拳知识、传承

传统武术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组织比赛和活

动，该协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推动了上饶市

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多年来，上饶市太极拳协会不断传承和示范推广优

秀传统太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等活动相结

合，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太极拳爱好者的关注，促进了旅游

与健身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三清山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为了不断壮大太极拳骨干队伍，上饶市太极拳协会设

立了16个分会，并在5所市属高校设立了三清太极拳教学

点，每个高校平均有3名教师教授在校师生习练太极拳。同

时，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还设置了传统武术专业，为太

极拳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从2013年开

始，三清太极拳将武术引入学校、社区、企业、乡村、机关和

军队。如今，在上饶市的学校、乡村、社区都设有太极拳习

练点，太极拳已成为上饶市机关工间操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传统体育项目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强身健体。

协会积极培育教练员队伍，提高太极拳教练员的水

平，经江西省武术中心和市体育局授权，协会在2023年举

办了2期太极拳培训班，培训教练、学员300余人，并对申

报了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裁判员、教练员的学员进行了

考核验收，为75名学员办理了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为82名学员办理了市级教练员和裁判员证书。2023年，上

饶市太极拳协会7名优秀教练员在上饶市老年大学担任

太极拳教练，全年共设18个班，培训学员500多人。

在竞赛交流方面，上饶市太极拳协会积极参加各类赛

事，近十年来获得奖牌数千枚。2022年，上饶市体育局授予

上饶市太极拳协会“2022年度上饶市优秀体育协会”称号。

2024年8月，在第八届江西省武术协会会员大会暨换届选

举工作会议上，上饶市武术协会又荣获“第七届江西省武

术协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今后，上饶市太极拳协会将继续努力前行，擦亮“三

清太极拳”这张上饶武术名片，将三清太极拳传承推广至

江西省100个县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陈敏：传递健康和快乐的“牵线人”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上饶市太极拳协会：擦亮三清太极拳武术名片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活力体育组织

雪耀中国高山滑雪比赛云顶收官

冰上龙舟争霸赛挥桨争先

新春期间湖南体育场馆将免费低收费开放

门球推广责无旁贷

奉献 服务 健康 快乐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暨活力体育组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巡礼（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