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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体育组织作为关键

力量，持续推动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加强对

基层体育人才的宣传激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举

办了“奋进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2024最美社会体育

指导员暨活力体育组织征集活动，以及2024年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经过线上初评、

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综合评定，结

果近日揭晓。本版对遴选出的具有公信力、引领力

和传播力的50名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50个活力体

育组织和20个优秀组织单位，50个有故事、有品质、

有温度的优秀案例进行全面展示，选树典型引领示

范，鼓励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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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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体卫融合为防治糖尿病创新路

北京体育大学“文野”志愿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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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丰富群众健身活动 助力赛事名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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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潇雯

由上海体育大学教授刘向云领衔的

乐云动公益先锋团队，以体卫融合的模

式为上海市杨浦区的糖尿病防治开辟新

路径。自2018年成立以来，这支由社区运

动健康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康复治疗师

等体育与医学跨学科人才组成的团队，

已开展科普宣教活动160余场，撰写的科

普文章线上点击量破百万，惠及6000余

名糖尿病患者。

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方

位、多层次方式，向群众普及运动干预糖

尿病的科学知识和实用方法。在线上，团

队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积极在各个热

门社交媒体平台直播科普宣讲、发布视

频教程和图片文章。在线下，团队面向学

校学生及教职工、街道居民等人群举办

主题讲座，全面细致讲解运动干预糖尿

病的各项知识，有效加深了群众对

运动干预糖尿病的理解，还通过

面对面交流，为群众解答疑

惑。为进一步推广运动干预

糖尿病的方法，团队还联合

医院开设了“糖尿病运动干

预门诊”，为患者量身定制

运动处方，进行专业的解读

和指导，并与家庭医生进行

紧密合作，为患者提供更加全

面和个性化的服务，让运动干预

效果最大化。

除此之外，乐云动团队还联合社区

开展常态化公益体质监测，为社区居民

提供免费的身体成分分析、血糖监测、

肌力测试和运动风险评估等服务。还定

期组织线下运动带练活动，在社区中心

或 公 园 等

场 地 带 领

居民进行科

学运动。团队

特 别 邀 请 专 业 人

员每周进行一次直播带

练活动，开展一对一线上交流，为患者

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专业的指导。这些活

动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提

升了健康水平，还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团队服务的

患者人数已超过2万，帮助21%的患者实

现了病情逆转，94%的患者状况得到了明

显改善。同时，让患者的月均医药支出减

少了70%，极大地减轻了医保与本人负

担。此外，他们还成功将运动干预糖尿病

的模式推广到了上海市的8家医院和12

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为更多患者提供

了帮助。
本报记者 轧学超

潘萍现任安徽省池州市体育舞蹈健美操协

会主席，同时担任市老年大学教师，并拥有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一级裁判员，国家龙狮

运动一级裁判员和国家广场舞一级裁判员等多

个专业身份。她还获得过2021年度全省老年大学

优秀教师、2023年度省体育局优秀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称号。

自2020年担任池州市体育舞蹈健美操协会主

席以来，潘萍充分发挥协会优势，积极投身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她通过组织培训、演出、交

流、科学健身指导志愿服务，以及举办（承办和协

办）各级体育赛事等活动，有效带动广大群众参与

体育锻炼。尤其是精心打造“全民健身，绘就幸福生

活 ”“快乐健身、你我行动 ”等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品牌，积极开展科学健身指导“五进 ”活动，深受群

众喜爱。

近年来，由潘萍组织的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已超

40场次，地点涵盖青阳县蓉城镇天华社区、贵池区

古舜社区等多地，吸引4000多人次参与。同时，她积

极推动各类体育活动开展，如全市曳步舞交流展示

大会、广场舞展演等，还组织舞蹈队参加闽皖浙赣

四省文化文艺汇演、2023中国龙狮公开赛（池州站）

等大型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池州市民的体育文化生

活，有力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此外，潘萍还关注特殊群体，通过公益创投方

式深入各乡镇、社区和养老机构，开展以健康养生

为目的的文体娱乐活动。2022年度，她组织带队开展“爱操舞，享

健康 ”公益创投活动9起，惠及2000余位居家老人，有效满足了

他们的运动和精神需求，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本报记者 冯 蕾

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作为推动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致力于丰

富市民的健身活动，在提高市民身体素质、促

进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多年来，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连

续承办了成都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柔力球、跳

绳等分项比赛，为市民提供了展示健身成

果、交流健身经验的平台。在保持赛事特色

的基础上，协会不断创新，2022年新增了健

身秧歌项目，并设立了德阳、眉山分站赛，这

一举措扩大了赛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通

过构建亲民、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活动体

系，协会成功培育了“赛事名城”的市民体

育基础，满足了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为涵养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市民身体素质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在志愿服

务过程中，不断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化、

制度化、社会化和生活化。2023年11月，协会

荣获成都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优秀组

织奖”，这是对他们多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

肯定。

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

成渝体育事业发展，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与重庆市相关协会开展全面合作，共同

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交流展示活

动，并成功打造了一系列独具成渝特色的全

民健身品牌赛事。这些赛事为成渝两地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爱好者们提供了交流

和学习的平台，促进了两地体育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

在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方面，成都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同样不遗余力。他们每年举

办各级各类全民健身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走

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镇等各个领域，

为市民提供科学、专业的健身指导。特别是

从2019年开始创新开展“成都市家庭健身教

练在身边”系列活动，真正做到了让健身教

练来到老百姓身边，带领和指导大家开展科

学健身锻炼，更是将科学健身的理念送入千

家万户。

此外，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还积

极响应成都市体卫融合工作，牵头举办了

“社区运动健康师”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既懂

“体”又会“医”的复合型人才。这些“社区运

动健康师”在推动全民健身与医疗卫生深度

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市民提供了更

加科学、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

未来，成都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将继

续秉承“服务全民、助力赛事”的宗旨，为推

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助力世界赛事名城

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本报记者 冯 蕾

以武会友，以拳传情。作为一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吉

林大学太极拳协会会长、长春新区武术协会主席周玉文始终活

跃在基层一线，致力于将武术发扬光大。

周玉文出生于武术世家，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武术的种子

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她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打下了扎

实的武术基本功。

自1989年起，周玉文便在省、市、区的各项健身活动中崭露

头角并屡获佳绩，曾荣获省市级的体育先进个人和最佳组织奖

等荣誉，在2012年取得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

多年来，她培养了武术爱好者近千余人。她曾授课于吉林省

老干部大学，并在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担任留学生的武术教

学任务。此外，她还担任国家汉办吉林大学培训基地的武术教

师，培训内容涵盖了长拳、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等多个项目。在与

留学生的交流中，她深刻体会到中国武术的魅力跨越国界，深受

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传统武术走出国门，周玉文于2013年

申请出国执教。经吉林大学推荐，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派

出，她赴孟加拉国任武术专职教师。在长达五年的武术教学工作

中，她认真刻苦工作，将中国武术的精髓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

功推广和普及了中国武术文化。她的努力得到了当地媒体和社

会的一致好评与认可，孟加拉国国家武术机构特授予她“孟中友

好使者”称号。

回国后的周玉文并没有停下脚步，积极投入到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中，多次在新区举办健身气功及太极拳等培训活动，提高

了新区武术爱好者的技能水平。

周玉文表示，未来她将继续全身心投入到武术推广和全民

健身运动中。她坚信，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让更多的

国内外武术爱好者感受到中国武术的魅力与价值。

本报记者 傅潇雯

2021年成立的重庆市巴南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作为

当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始终秉持“奉献、服务、

健康、快乐”宗旨，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健身指导网络，通过创新

“四进四送”服务模式，打通了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

协会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密切配合，打造可触及、可感

知、有温度的体育公共服务，积极参与基层体育治理，尤其是

在解决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等方面的探索。协会积极组织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指导进基层活动，举办职工运动会、

亲子定向赛、亲子趣味运动会、城市定向赛、健康知识讲座及

登山、飞盘、少儿体适能等活动。

2024年，协会创新“四进四送”体育惠民服务模式，开展的

“体育指导员来了”系列活动深入巴南辖区内的社区、校园、商

场和单位等，采用“服务菜单”的形式让居民“点单”，实现有针

对性地开展“你点我送”指导活动，切实打通了全民健身的“最

后一公里”。

近年来，巴南区全面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及健

身指导服务水平，目前，协会近30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分布在

城乡各健身场所，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秀的一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为周边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健身服务，先后成立了太

极扇、健身瑜伽、跑步、登山、乒乓球、飞盘、少儿体适能等多个

指导队，服务人群超万人。他们扎根基层，踏踏实实为群众传

授科学健康知识，成为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学健身的指导

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体育场地的维护者、健康生活方式的

引领者。

接下来，协会还将培养更多、更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为群众健身活动培养优秀运动骨干，为区、镇街、公园的健身

爱好者培养强有力的“科学健身助力者”，进一步培养和增强

群众的体育健身意识，在巴南区形成崇尚健身、参与健身、科

学健身的良好氛围，从而进一步丰富巴南区群众文化体育生

活，推动重庆市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北京体育大学“文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自

2022年启动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在多地开展的特色服

务，为乡村体育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重要

力量。

该项目由共青团北京体育大学委员会主导，集结运

动健将、一级运动员及北体大学子，凭借专业优势，为全

国各地不同年龄层群众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供服务和

帮助。

三年间，“文野”乡村振兴工作站建设实践队不断

壮大，成员覆盖多学院多专业，技能涵盖体能、武术、球

类运动等领域，教学与竞技能力突出。服务范围延伸至

北京延庆、内蒙古通辽、甘肃平凉等地，累计服务人次

近千。

“文野”团队创新采用“体育＋”帮扶模式，不仅实地

调研乡村体育现状，还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开展全民健

身推广、冠军宣讲等活动。2022年，实践队在北京市延庆

区以“2＋3”模式开展实践，深入调研乡村体育并推广全

民健身。2024年，在内蒙古通辽库伦建立工作站，围绕文

旅体融合、体教融合推进五个专项任务。同年，在北京市

门头沟区涧沟村、甘肃省平凉市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开

展特色服务与公益活动，丰富当地文体生活。

据了解，北京体育大学还将持续派遣优秀学生，拓

展“文野”乡村振兴工作站规模，让体育在更多乡村落地

生根，助力乡村振兴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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