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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老年人健身秧歌交流活动在新疆奎屯落幕

丝路舞韵绽光彩

本报讯 日前，2025年北京市

朝阳区气排球（排球）项目社会体

育指导员推广活动举行。

本次活动以夯实基础、精进

技能、实战提升为核心目标，创新

采用“新人培育+骨干进阶”的双

轨培养模式，通过理论筑基、技术

强化、实战应用的三维培训模式，

全面提升了基层指导员专业教学

水平。

活动中，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总工会、团区委及43个街乡的100

余名学员中，既有首次接触气排

球培训的新人，也有带着基层教

学问题返校“充电”的往期优秀学

员。活动实施

双向赋能培养机制，资深学员在

巩固技能体系的同时指导新人突

破技术瓶颈，新学员则为团队注

入了创新思维。

本次培训活动的一大亮点是

朝阳区第一少儿业余体校金牌教

练团队量身打造的阶梯式课程体

系。培训采用理论教学+动作分解

+情景模拟的全流程教学模式，系

统传授发球、垫球、扣杀、拦网等核

心技术要领，重点解析轮转换位、

战术配合等实战策略，在建立良好

理论基础的同时，开展实战训练。

实战阶段通过分组对抗等沉浸式

训练，将战术配合意识融入肌肉记

忆，帮助学员在模拟真实比赛场景

中打磨技术细节。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朝阳区体

育局主办，朝阳区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和朝阳区第

一少儿业余体

校承办。

（轧学超）

本报讯 日前，2025年全国体

育经纪人职业发展交流会在江西

南昌举行。此次交流会以“链接资

源、赋能产业”为主题，众多体育经

纪领域的专业人士、行业精英及相

关从业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体育

经纪人行业的发展新路径。

培养专业化、国际化、高素质

的体育经纪人队伍，对完善竞技体

育市场机制、服务运动员职业生

涯、打造赛事品牌、促进体育消费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交流会上，

来自行业内的资深专家、知名体育

经纪人围绕“体育经纪人在体育产

业中的角色与定位”“从传统经纪

到多元经纪的破局与新生”“大型

场馆中的资源链接与商业重构”

“体育经纪人职业规划与持续学

习”等多个领域方向进行主旨演讲

与分享，为参会者拓宽了视野，提

供了多维的思考路径。在圆桌对话

环节，嘉宾们聚焦经纪实务，分享

了众多成功经验与典型案例，强调

资源链接在行业发展中处于重要

地位，通过整合赛事、运动员、赞助

商、媒体等多方资源，实现互利共

赢。与会者一致认为创新赋能是推

动体育经纪行业前行的重要动力，

在数字化与新媒体应用的背景下，

创新商业模式将成为行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

中心高度重视体育经纪人才培养

与评价工作。自2008年《体育经纪

人国家职业标准》颁布以来，逐步

构建了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建立

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评价

模式。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培训

测评5500余名体育经纪人。中心还

积极搭建持续交流学习的服务平

台，为体育经纪人学员提供互学互

鉴机会与资源对接窗口，持续为体

育经纪人的职业成长助力。

此次交流会为体育经纪人提

供了宝贵的交流机会，促进了行业

经验分享与合作对接。

本次交流会由国家体育总局

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与中国体育用

品业联合会联合主办。

（轧学超）

本报讯 日前，2025年全国跳

绳联赛（甘肃敦煌站）举行。本次比

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3支劲

旅同台竞技，其中还包括了多位国

家集训队成员。

赛事设置计数赛、花样赛、表

演赛、规定赛、DDC交互绳大赛、

传统特色项目，共计6个大项34个

小项。各组别前三名将晋级年度总

决赛，有机会参与2026年国际赛事

选拔，跳上世界竞技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个人花样比

赛中，选手们将跳绳运动的灵动与

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前空翻、侧

空翻、毽子后空翻、过绳前撑等高

难度动作令人目不暇接。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毽球协会主

办，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敦煌市

人民政府、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酒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

办。 （轧学超）

本报记者 顾 宁

“这是我第5次参加北京3对3街头篮球挑战赛了，

能够再次和好朋友组队参赛，享受街头篮球的魅力，是

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家住北京朝阳的李响说。

日前，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的第二十

一届北京3对3街头篮球挑战赛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

来自北京各区近400名选手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同场

竞技，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京京从2017年参加该项赛事，中间只间断过一两

届，是这项赛事的老朋友。在她看来，这项赛事已经成

为她和朋友们每年相聚的舞台。“平时适合女生参加的

篮球比赛不多，这项赛事每年都会举办，参赛队伍多，

非常适合我们，而且参赛选手水平高，裁判也都是专业

级的，对大家更好地参与篮球运动有很大帮助。”京京

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生从球场边的观众变为场上

的选手，“我想这是篮球运动发展的必然。现在，我已经

是老队员了，有更多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与进

来，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赛事的传承与发展。我也会一直

坚持下去，享受篮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同样是“老队员”的张博文也乐见年轻选手的加

入，他说：“现在和二十多岁的选手比赛，不仅燃起了我

们的斗志，也激发了我们阳光向上的力量，更加积极地

参与体育运动，不仅可以缓解压力，也能更好地为工作

生活蓄力。”

被誉为“京城篮球嘉年华”的北京3对3街头篮球挑战赛，

自举办以来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京城篮球爱好者广泛参

与，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城市活力，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搭建起全龄化、跨职业的社交平台。参与者在赛场上

相互交流、携手合作、强身健体、增进感情，提升了

团队凝聚力。同时，主办方以赛事为媒，号召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为提升全民身体

素质注入动力。赛事还为大众打造了健康有

趣的休闲健身平台，为运动员缓解工作生

活压力、丰富健身赛事内容、营造浓厚的

健身氛围助力。

本项赛事已连续举办21年，深受篮

球爱好者喜爱，是北京市精品传统赛

事，更是体育赛事走进商圈的成功案

例。本届赛事延续“体育+”模式，在

赛事举办地常营商圈举办篮球嘉年

华，打造“体育+”生态链，促进文商

旅体融合发展，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

费增量，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参

与者提供了服务保障。同时，精彩的

赛事吸引了周边居民前来观赛，观赛

热情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动力，实现“观

赛+消费”的场景融合，进一步激活商

圈经济活力，为区域消费增长注入体育

动能。

本报记者 冯 蕾

近日，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2025年全

国老年人健身秧歌交流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

屯市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8支健身秧歌队伍近300

名参赛者齐聚一堂，共同展示了健身秧歌的独特魅

力与老年人的风采活力。

融民族风韵 展多元魅力

本次交流活动中，各代表队纷纷将民族舞蹈元

素融入健身秧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尚的

完美融合。山东省老体协代表队的表演豪迈奔放，将

健身秧歌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江西省老体

协代表队巧妙融入采茶戏的灵动身姿，为

传统秧歌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河南省

老体协代表队则以舞抒情，将对嵩山的

深厚情感化作翩跹舞姿。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老体协代表队的表演，他们手持粉扇，

面含微笑，以一首《花儿美》的回族曲目，

展现了回族舞蹈的独特魅力。“在团队在

舞蹈编排上，将健身秧歌规定的基本步伐

与回族舞蹈风格深度融合，既展现力量感又

融入柔美韵律，表达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领队彭琪说。

四川凉山州老体协代表队的自编套路《金色

的凉山》将彝族舞蹈的特色动作融入健身秧歌，展示

了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国家级裁判雷萍说：“民族

舞蹈与健身秧歌的融合并非动作上的简单堆砌，需

要深入挖掘不同舞蹈文化的内在特质，在精准把握

两者相似性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新发展推动新潮流

此次交流活动中，健身秧歌的创新发展成为热

议话题。第八套健身秧歌规定套路创编者张云海说：

“现在的健身秧歌对动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要求较

高，对于新手来说入门很难，不太利于普及推广。”相

较于广场舞，健身秧歌对动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要

求更高，不仅需要在一首曲目中精准展现6种基本步

法，还要充分体现“走、摆、扭”三个核心动作特征，其

中“扭”更是健身秧歌的灵魂所在。

雷萍也认为，编排时需统筹兼顾节奏、方向、幅

度等要素，确保动作既美观又易于记忆。同时，她建

议调整动作层次，让难度呈阶梯式分布，引入多样化

器械，如手绢等，辅助简化动作难度等。

活动现场，各代表队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健

身秧歌的创新成果。有的队伍在舞蹈中加入了情景

设计，通过生动的表演讲述民族故事，有的队伍则通

过服装、道具等细节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

创新尝试丰富了健身秧歌的表现形式，推动了全民

健身的普及和发展。

“体育+文旅”探索理想“驿站”

奎屯市地处天山北麓，虽然景区资源并不算突

出，但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其成为“北疆旅游集散地”、

探索新疆的理想“驿站”。

为了扩大奎屯的知名度、影响力，当地文旅部门推

出了免费观光公交线路，串联起城市景点，并在赛场、

酒店等场所贴心放置旅行手册，为参赛选手深度探索

奎屯魅力提供“指南”。同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参

赛选手的个性化需求。

奎屯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赛事活动不

仅是推动全民健身的有力抓手，更是展示奎屯城市

形象的绝佳窗口。此次交流活动的举办直接带动了

住宿、餐饮、商业、旅游、交通等产业的消费热潮，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同时，赛事也加强

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奎屯市将继续探索“体育+文旅”融合发展新

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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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轮椅上，操控着手中薄如蝉翼的航模

飞机，在室内赛场的半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

线。日前，在十五运会群众比赛航模预赛中，浙江队徐

辉参加预赛室内橡筋动力滑翔机项目，成功锁定决赛席

位，助力浙江队以团体第四名的成绩晋级决赛。全运会赛

场上，肢体残障学生与健全选手同场竞技，共同挥洒汗水，追

逐梦想。

徐辉是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大二学生，航模项目如同

他生活中的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热

情。“训练场就是我的第二个教室。”徐辉说，“我的身体条件肯定

要比别人弱一点，因此要加倍努力训练。”在备战的150多个日夜

里，徐辉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

橡筋动力滑翔机的工作原理相对简单而又充满智慧。它利用

橡皮筋的弹性势能作为动力来源，当橡皮筋被缠绕并释放时，其储

存的弹性势能会转化为动能，驱动滑翔机向前飞行。同时，滑翔机

的机翼设计遵循空气动力学原理，能够在飞行过程中产生足够的

升力，保持飞行状态。每个周末早晨6点30分，徐辉总是准时出现

在训练场，周一到周五他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加练。训练场上，他

反复练习着绕橡皮筋的动作，直到手指磨出了茧子。

随队老师刘雨对徐辉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印象深刻：“徐辉

总担心成为团队负担，却不知他早已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

为保障训练效率，徐辉主动控制饮水量减少如厕次

数，避免给队友带来不便。”正是凭借这股韧劲，在预赛

中，他以329.7秒的成绩向大家展示了特殊群体逐梦蓝天的

无限可能。

在北川体育中心预赛场地，当徐辉看着航模飞机起飞的那

一刻，他仿佛也插上了翅膀，在空中自由飞翔。对于未来，徐辉充满

了期待，除了继续参与航模比赛，他还想尝试无人机足球、无人机

竞速等新项目。他相信，只要手灵活、脑子跟得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

能的。“我就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但现在有了航模飞机，我也有了

飞翔的力量。”徐辉说。

航模为翼 全运启航

33支劲旅竞逐全国跳绳联赛甘肃敦煌站

全国体育经纪人职业发展交流会举行

气排球社体指导员推广活动“干货”满满

健身快车

北京街头篮球挑战赛展现城市活力

本报记者 冯 蕾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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