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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运群众赛事活动

本报记者 杨 旸 林 剑

周 圆 张小可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六午后，但对于南

通市儿童业余体校的师生来说，却是值得

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学校承办了2025

体操等级比赛（南通站）。尽管只是一项针

对少儿体操普及、参与人数50多人的小型

业余赛事，但却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次”。

站在宽敞明亮的体操馆，南通市儿童

业余体校副校长季磊感慨万千。作为运动

员，季磊在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成长、成

才，斩获技巧世界冠军，退役后，又回到母

校从事教学工作。他回忆，南通市儿童业

余体校原本位于市中心，便于学生上学、

家长接送，但硬件条件有限，甚至没有羽

毛球场地，不得不借用周围学校场地，更

不用提承办体育赛事和活动了。

2025年初，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新校

区完成建设和试运行正式启用。新校区占

地面积30亩，总建筑面积2.45万平方米，

拥有跳水、游泳、乒乓球、羽毛球、蹦床等6

个布局项目的训练比赛场地，不少专家学

者参观完新校区后，纷纷表示学校办学训

练条件已达到“省内顶尖、全国一流”。

熟悉中国体育的人，对于“南通”这个

名字一定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南通输

送培养了以林莉、葛菲、李菊、黄旭、陈玘、

仲满、陈若琳等奥运冠军为代表的众多优

秀运动员，共在世界大赛夺得金牌257枚，

是闻名全国的“体育之乡”和“世界冠军摇

篮”。可就是这样一座拥有丰厚体育传统

和土壤的城市，近年来也遇到了运动员苗

子难选、“伯乐”式教练员人才紧缺、基层

体校基础不牢的困境。

坚持问题导向，在南通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南通市所属两所体校，南通

市体育运动学校、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全

都改善了教学训练条件。通过与学校周边

优质中小学合作，极大缓解了家长对竞技

体育苗子上升路径偏窄的焦虑。在南通，

甚至有优秀的体育苗子能上老百姓心目

中最好的幼儿园、中小学的说法。为进一

步扩大孩子的选材面，南通市幼儿园、中

小学全部推广“一校一品”，每个学校都有

自己擅长并长期开展的体育项目，像与南

通市体育运动学校长期合作的南通市北

城小学，甚至能做到“一年级一品”，每到

大课间，太极拳、啦啦操、篮球操、跳绳操

等项目轮番上演，让人目不暇接。

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与南通签署协

议，共建“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南通

市体育局局长江华表示，这是体育总局对

南通体育城市的充分认可，也是南通体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开始。

协议签署之后，南通市迅速成立了市

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

小组，并在各县（市、区）政府，市委人才

办、编办，市人社局、财政局等部门的密切

配合下，完成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加强

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的意见》《南

通市体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关于在学

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细则》《南通市

县级少年儿童体校建设发展实施意见》四

个文件的征求意见稿。

包含哪些有力举措？简单列举便可得

知：教育部门将体教融合工作纳入教育系

统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对承担“市队校

办”“县队校办”的学校和承担运动员文化

教学的教师，结合运动员文化成绩和比赛

成绩进行综合考评奖励；体育部门安排体

教融合专项经费给予相应学校和文化课教

师进行奖励；将拥有高级以上职称，所带运

动员在奥运会获得前八名，或世锦赛、世界

杯前六名的教练员列为A类人才引进，一

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补贴，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可放宽至最高限额的4倍；加强区

县级体校建设，按照“精准布局”、不求数量

求质量的思路，海安市重点开设篮球、帆船

项目，如皋市重点开设篮球、游泳项目，如

东县重点开设举重、击剑项目，启东市重点

开设排球、足球项目，崇川区重点开设女

足、乒乓球、体适能项目，通州区重点开展

曲棍球、乒乓球、排球项目，海门区重点开

设足球、自行车、水上项目。

当然，政策保障的同时还需要南通自

身在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向

内挖潜、向外延伸、向下扎根、向上努力。

在这方面，南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就是传承有序、爱岗敬业的教练

员队伍。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到了陈玘的启

蒙教练穆志祥对陈玘视若己出，主动承担

孩子参训任务的动人故事；看到了游泳教

练郭薇在脚部受伤的情况下“不下火线”，

仍对照竞争对手成绩指导小队员训练的感

人场景；了解到了以任治钧为代表的年轻

一代羽毛球教练员，以前辈教练为榜样，打

算“一生只做一件事”，为南通、为江苏、为

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的责任担当。

其次是学训并重、德体双强的青少年

运动员。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负责校

史讲解的就是跆拳道运动员李子轩。他表

示，自己是通过“小解说员选拔”活动入选

的，通过学习校史，进一步树立了自己“为

国争光、为省添彩、为市争辉”的决心。

当然还少不了一群为南通青少年体

育事业默默奉献、全情投入的体育工作

者。在校园，有他们努力打通“体教融合”

各环节的身影；在体校，有他们身兼多个

岗位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服务洒下的汗水；

在家长身边，也有他们不厌其烦、精准专

业解释的身影。

辉煌的体育历史塑造了南通这座城

市的“根”和“魂”，新时代新背景下，秉承

“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精神的南通人，将

再次出发，续写“世界冠军摇篮”新篇章。

就像跆拳道运动员李子轩所说：“我的梦

想？世界冠军！没说的！”

部国华 罗宁

清晨，济南嘉华购物广场东广场上，数十名

群众在太极拳名师的带领下舒展身姿，一场公

益大讲堂正在进行。

济南华联商厦开业30周年，积极响应国家

“体重管理年”号召，满足员工和附近社区居民

的健身需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

我有所为。”济南市体育局通过“点餐式”公共体

育配送服务，协同西市场街道办事处，将公益大

讲堂送到身边。

“‘点餐式’服务很周到，市体育局直接对接

邀请专业老师上门，免费向社区群众、商圈顾

客、企业职工教授太极拳。在宣传推广民族传统

体育的同时，让更多人享受到太极拳强身健体

带来的快乐，这种方式把资源和需求精准对接

到了一起。”济南华联百货营销策划部相关负责

人对“点餐式”公共体育配送服务十分满意。

今年，济南市体育局持续深化“体惠泉城·

健康生活”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通过创新

“点餐式”公共体育配送服务，将群众需求与专

家资源精准对接，让太极拳、八段锦、围棋等专

业课程“一键到家”。

“有了‘点餐式’服务，我们街道、社区工作

者在智慧体育平台上按需下单，就有专业的老

师免费上门教学，真是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吴

家堡街道党建办公室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赵洪军感慨地说。

吴家堡街道康城佳苑是村改居的小区，“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村民搬进了楼房，生活方式却

没有改变。通过健身运动，可以让这些居民用最

健康和开心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到城市

的宜居便利。”赵洪军说。于是，街道“点单”，服

务上门，康城佳苑小区的居民跟随国家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练起了八段锦。“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学到这么专业的课

程，我们都很喜欢！”居民李女士说。

在裴家庄村和西王庄村，孩子们围坐在社区活动室，全神贯注地

上着围棋课。专业围棋老师的趣味教学让孩子们学得入迷。“点餐

式”服务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围棋启蒙教育。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需求，济南市体育局打破传统体育志愿服务模

式，打造了“智慧体育”数字化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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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计划

供应”为“点单配送”，实现供给和需求有效对接。市民只需用手机“点

单”，通过平台系统即可精准匹配专业教练、运动康复师、优秀社会体

育指导员，享受健身项目的上门教授、培训以及单项赛事组织等服务。

为支撑居民的“点单”需求，济南市体育局向全市高校、医院、体

育协会、俱乐部遴选专业技术人才，组建了180余名包含高校体育教

授、专业体育教练、运动康复专家、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内的全民

健身专家库，作为“点单配送”的主要师资力量，为市民提供70类健身

指导项目。

精准对接需求是关键。济南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负责人介绍，

“点餐式”公共体育配送服务自2024年推出以来，把点餐权交给群众，

精准满足群众需求，让更多体育指导员走进社区、企业、校园、街道，

活跃在群众健身一线。今年以来，济南市体育局进一步加强服务实

效性，让服务不仅覆盖社区和企业，还深入乡村填补公共体育资源缺

口，真正实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周 圆

5月4日，国羽在厦门第14次捧起苏迪曼杯；5月6日，国羽开展进校园活动。7名队员带着夺冠的喜悦兵

分两路，分别走进厦门槟榔小学和晋江养正中学，和中小学生互动交流。用榜样的力量，点燃青少年对羽

毛球运动的热情，激发他们的体育精神与竞技梦想，助力青少年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厦门槟榔小学，“冠军领航 羽梦同行”羽毛球冠军进校园活动举行。帮助中国队在苏迪曼杯决赛贡

献制胜分的女双组合刘圣书/谭宁，以及国家队队友翁泓阳、韩悦一出场就引发学生们的阵阵尖叫声。四位

国羽队员与学生们面对面座谈交流，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冠军故事。“羽毛球项目真正教会我们的是战

胜自己，不断挑战新高度，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来自福建泉州的谭宁说。

四位国羽队员还来到槟榔小学羽毛球馆与学生们互动。他们从发球、接杀、网前扑球到后场吊球，一

对一、手把手传授技艺，细致讲解动作要领和实战技巧，并展示了扣杀、花式颠球等技巧，让同学们沉浸式

体验了一堂“世界冠军羽毛球课”。国羽队员的表现赢得现场阵阵掌

声，进一步展示了羽毛球运动的魅力，激发孩子们对羽毛球运动的浓

厚兴趣。

指导结束后，孩子们排起长队，请他们崇拜的世界冠军在自己的

球服、羽毛球拍、书包、笔记本上签字。厦门槟榔小学五年（7）班的付

初夏表示，自己是“圣坛”组合的粉丝，“五一”期间还专程到苏迪曼杯

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能亲眼看到刘圣书和谭宁姐姐在决赛上夺

冠，特别激动。现在又能在学校里和她们一起打球、学动作，真的特别

开心，我也要像她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巴黎奥运会冠军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国羽男单运动员李诗

沣三人也来到晋江养正中学体育馆，参加“世界冠军进校园”活动。

陈清晨、贾一凡、李诗沣三名国羽健儿的到来，受到学校师生的

热烈欢迎。三人同养正中学羽毛球爱好者和晋江市少体校羽毛球队

队员进行教学、提问、签名、合影留念等互动。

在与晋江市少体校羽毛球队队员切磋球技的过程中，李诗沣一

度面对1打5的局面，即使如此，他依旧游刃有余；贾一凡轮流和队员

进行1打1，并鼓励更多球员上场展示自己；陈清晨则站在羽毛球场中

央当起了指导员，一边观看比赛，一边指出球员技术上的不足。

晋江市少体校羽毛球队队员周靖濠今年13岁，打羽毛球已有6

年，这次和世界冠军交手，让他收获颇丰，“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为国争

光，很是崇拜。我会继续努力，争取在羽毛球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能够早日像他们一样为国争光。”

养正中学学生洪忻煜表示，“冠军打球非常有力量，通过羽毛球

运动，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

本报讯 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五届运动会群众比赛保龄球项目预赛，

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安保龄球馆拉开帷幕。

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行业协会的24支男队、21支女队、

225名运动员角逐晋级全运会决赛的资格。

此次比赛参赛队伍呈现多元化，选手

涵盖不同年龄层和职业背景，既有经验丰

富的保龄球老将，也有首次亮相的新锐力

量。赛事设有单人赛、双人赛、五人贝克赛，

通过多轮角逐决出优胜队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保龄球项目首次进入全运会

群众比赛项目，为保龄球运动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给项目提出更

高要求。要积极探索项目发展新理念、新模

式、新路径，团结行业内外多元力量，充分

发挥各类主体优势，共同推动行业生态建

设，以久久为功、善做善成的劲头做好各项

工作。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国

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联

合主办，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人民政府承

办。

作为东道主，安徽省对赛事筹备高度重视。中安保龄

球馆已进行全面升级，配备国际标准的先进落油设备，确

保比赛专业性和公平性。同时，赛事结合安徽省文旅资

源，推出“体育+旅游”特色服务，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

便捷的交通、住宿及城市导览支持。 （杜 婕）

国羽进校园 播下热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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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联动解难题“世界冠军摇篮”再出发
———江苏体育“走在前、做示范”系列调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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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

江山备战举重

亚锦赛的中国

举重队进行赛

前训练。

本报记者

袁雪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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