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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本报记者 部国华

“出门就能锻炼，现在身体比以前硬朗多了，身

体好心情也更好了。”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馨怡

家园小区的赵贤柱老人在篮球场外的休闲椅上一边

看着孙子打球，一边开心地说。该室外悬浮式拼装地

板篮球场面积约735平方米，红黑相间的地面，周边

还有能容纳200人的座椅，运动感十足又不失温馨。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紧紧围绕建设群众身边

的健身场地设施持续发力，合理利用高架桥下、地铁

和污水处理厂上盖等空间资源配建体育设施，先后

建成了市民篮球公园、常青体育公园等28个体育公

园、35处“口袋体育公园”，建成城市体育步道超过

670公里，形成了覆盖城乡、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网

络，有效改善了城乡健身环境，满足了人民群众就近

就便健身的基本需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

补齐场地设施短板

行走在合肥公园、广场、居民小区内，随处可以

看到各种便民健身器材，还有一条条健身步道，这些

健身设施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健身

热情。居民在1公里范围内可以找到健身广场、小区

健身房、健身步道等便民体育设施，体育融入生活已

成为常态。蜀山城市运动公园是座新型“智慧”运动

公园，建有智慧跑道、智慧骑行道，可记录个人运动

速度、消耗能量，低碳虚拟骑行、自由攀岩、室外篮球

场、乒乓球竞赛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打开关

于运动的无限可能。

近在家门口，推门下楼就可使用公益健身器材

强身健体。这一切得益于合肥日益完善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2024年11月1日，《合肥市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安徽省内第一部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聚焦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突出难题，以解决群

众“健身去哪儿”为切入点，有效规范了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坚持高定位规划、高规格推

进、高标准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规划纳入城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体育部门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成

员单位，保障城市公园体育设施建设与城乡建设同

步规划、推进和落实。

聚力打造城市体育空间

为加大体育用地要素供给，方便群众就近就便

开展健身活动，合肥市探索“复合用地”，利用高架桥

下、地铁上盖、污水处理厂上盖等城市闲置空间，合

肥市建设了各类体育公园13个，有效满足周边群众

不断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其中，在地铁4号线终

点站上盖建设的新站少荃体育中心，总体量达12万

平方米，集竞赛训练、演艺娱乐、全民健身为一体，是

安徽省内体量最大、功能最全的甲级体育馆。

步道“连点成线”。依托南淝河地理特点因地制

宜布点健身设施，通过架设公园浮桥，构筑具有健

身、亲水理念的南淝河健身步道景观带，沿线多处设

置乒乓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既满足

周边群众的锻炼需求，又利用水系形成景观廊道，步

道全段总长约10公里，服务周边人群超过20万人次。

实现体育公园全域覆盖

在城市公园建设中，推动“体绿融合”，复合利用

存量空间，赋能体育元素，全面完成了天水公园、塘

西河体育公园、长丰县护城河生态体育公园、方兴湖

体育公园等21处体育公园建设工作，增加体育场地

面积约90万平方米。将体育健身器材配建纳入公园

建设，提升城市公园的复合功能，满足全年龄段和多

层次的健身需求，让广大市民在健身休闲的同时，享

受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为加快基层体育设施建设进程，合肥市每年安

排超过4000万元体育事业补助专项经费，按照市县

（区、开发区）共建的方式配建体育公园。合肥市财政

按照市县1比1配套方式，设立了大型体育场地设施

专项经费，鼓励各县（市）区、开发区加大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投入。截至2024年底，合肥市级财政累计投入

超过20亿元，完成了28处城市公园体育设施配建工

作，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近就便开展健身活动，有效

解决城市建设体育场地用地紧张的问题。

全方位拓展城市运动新空间

安徽合肥打造家门口的健身圈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全国老

年人柔力球（竞技）比赛在保定徐

水609体育中心举办。本次比赛设

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技

巧等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17个省

区市的20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

参赛，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

上的和运动风采和精神风貌。

保定体育基础深厚、氛围浓

厚。比赛期间，保定市体育局推出

“跟着赛事游保定”、特色美食推荐

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受到

广大参赛者的好评。近年来，保定

市体育局以办人民满意的群众体

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推动全民健身全地域覆盖、全周期

服务、全社会参与、全人群共享。截

至目前，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

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2.81名。保定市通过建立多层次、

多元化全民健身赛事体系，形成

“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月月有

高潮，全年不断档”的生动局面，全

市每年组织赛事活动超1600场次，

经常锻炼人数占比达到46.72%。

作为国内老年柔力球竞技领

域的最高级别比赛之一，本次比赛

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河北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保定市体育

局、徐水区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贯

彻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为全国老年柔力球爱好者搭建一

个高规格、高水平的交流展示平

台，进一步推动柔力球运动的规范

化、竞技化发展。 （冯 蕾）

全国老年人柔力球（竞技）比赛举行

本报记者 部国华

十五运会群众比赛足球项目五人制女子老将

组落幕，但这些曾经叱咤女子足坛的老将们对足球

的热爱、铿锵玫瑰的自信与坚韧，却深深地感染着

每一个人。

“我特别愿意参与，希望可以带领年轻人走得

更远、更高。”前国家女足队员、“世界足球小姐”孙

庆梅领衔的河北队在第二轮比赛中以3比1战胜广

东女足，赛后，孙庆梅激励年轻人。

孙庆梅是中国女足的标志性人物。上世纪90年

代，中国女足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子足球队之一，而

孙庆梅正是女足的核心，绰号“孙小圣”，是当之无

愧的国际级球星。她代表国家队踢了近70场国际比

赛，攻入30个进球。在1995年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中

国女足杀进了四强，孙庆梅更是以绝对的个人能力

称霸全场，打进了3个进球，力压其他球员成为世界

杯的最佳射手。孙庆梅也是中国女足历史上射术最

准的球员，射正率达到了70%，她更是以个人突出的

能力获得了世界杯金球奖，成为世界足球小姐。

不仅如此，她也是国内比赛中的头号进攻球

员，在国内各项比赛中获得的冠军奖杯更是数不胜

数。如今凭借对足球的热爱，再次站上全运会赛场，

60岁的孙庆梅非常激动：“作为第一批国家女足队

员，我带领年轻队员参加群众比赛老将组也是第一

次，两场比赛我都打满了5分钟，希望我们这些老将

能带动更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

包括校园足球。能有更多女孩子喜欢足球，给国家

女足培养更多的人才。”

按照竞赛规程，本次全运会五人制足球女子老

将组均由退役运动员组成，报名年龄从36岁到60

岁。老将组的参与既提高了群众赛事活动的观赏

性，也让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向更高质量发展。

在香港队迎战贵州队的比赛中，全部由“80后”

组成的香港队6比0大胜。香港队运动员姚嘉慧说：

“我们队员都是‘80后’出生，所以队名就叫‘80后’。

我们从小一起踢球，默契早已形成，这次主要是找

回状态。”领队陈书德则强调了比赛的另一层意义：

“相比于切磋球技，更重要的是增进与各队之间的

友谊。”

尽管贵州队输了球，但这支平均年龄52岁的

“阿姨足球队”却凭借顽强的精神赢得了全场掌声。

作为队中58岁的“大姐”，杨燕坦言：“我们知道，在

各个参赛队伍里我们年龄偏大。但坚持站在球场

上，就是想把这股精神带回贵州，感染更多学生参

与足球运动。”

此刻，“铿锵玫瑰”的女足精神在她们身上得到

了生动诠释。杨燕表示：“在场上，我们要向年轻队

员们学习技术，同时，也希望她们能从我们这些‘阿

姨’身上感受到女足精神的传承。”

本报记者 冯 蕾文/图

用双手操纵梦想的逐风者———航空模型运动员杨柳，他

的主攻项目是线操纵特技，在航模的世界里，杨柳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传奇。

杨柳在国内外赛事中屡获殊荣———2018年，在法国线操

纵世界锦标赛中夺得特技项目个人冠军。2019年全国航空航

天模型锦标赛上，他一举斩获线操纵特技、遥控室内特技、遥

控空投、遥控固定翼双机编队飞行（双人组）等六个项目冠军，

并参与线操纵特技团体赛。2024年美国线操纵世界锦标赛，他

作为中国队的中坚力量，助力团队捧起团体冠军奖杯，个人也

取得第六名的优异成绩。2017年，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

遥控双机编队项目中，他以绝对优势拿下冠军。

在十五运会预赛赛场上，他在新设的汽油机绕

标项目比赛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决赛晋级席位。

“选拔赛飞进2分钟内才算优秀，目前最快能到1分43秒。”杨

柳说，尽管2024年该项目才纳入全国锦标赛，但经过一年训

练，选手们已从“撞门柱、飞不稳”进阶到从容不迫精准操

控，而他每天保持高强度飞行，只为在决赛中冲击冠军。

13岁那年，安阳航校附近长大的杨柳被2003年全国青

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一架线操纵航模点燃热情。当得

知遥控航模需两三千元（2003年），他转而跟着老师学做手

工模型：“骑着自行车买木料、胶水，第一架飞机上天时，我

蹦起来尖叫。”20年里，他不仅精通线操纵、遥控特技编队、

涡喷等多项目，更在2019年考取运动类轻型飞机驾照，以持

证飞行员的身份驾驭真机翱翔蓝天。

“线操纵靠手感，飞机震动、拉力变化都能通过操纵线

传到手上。”这份独特的感知力，让他在跨项目操控时如鱼

得水。为修复炸机，他曾连续三天熬夜维修模型损坏零部

件，为备战全运会，他在模拟场地重复训练成百上千次。这

份坚持不仅塑造了他的冠军心态，更让他领悟到“工匠精

神”的意义，“飞行训练和制作模型不能赶工，每个细节都要

像艺术品一样完美。”

“下一个目标？决赛拿冠军。”杨柳计划转型教练，将经

验传给更多青少年，“航模能激发对航空的热爱及探索欲，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杨柳眼中闪烁着对蓝天的执着与向

往，这位逐风者仍在续写着属于航模人的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林 剑

“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

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在逐梦

全运的道路上，贺传香宛如一位坚

毅的航海者，驾驶着名为“梦想”

的船只，在爱与坚持交织的波涛中

奋勇前行。

作为曾经闪耀在十三届全运会

健身气功赛场的老将，贺传香曾与队

友共同拼搏，斩获铜牌。八年时光流

转，未曾冷却贺传香对健身气功的满

腔热忱。今年，60岁的她再度挺身而

出，肩负代表山东省出征十五运会健

身气功选拔赛的重任。

被选拔参加此次比赛，对贺传

香意义非凡。这不仅是至高无上的

荣誉，更是对她辛勤付出的最好见

证，是对她多年来深耕健身气功领

域的肯定。身为队员兼教练，她在

训练场上以身作则，展现出专业技

能和素养，同时像一位耐心的导

师，仔细纠正每一位队员的动作，

不放过气舞中的任何一个细微瑕

疵，力求动作规范完美。终于，他们

的努力得到回报，成功拿到参加十

五运会的入场券。

参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贺传

香经历了家庭变故。这让她感到前

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助。在这艰难时

刻，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她最坚

实的后盾。姐姐和哥哥心疼她，时常

主动替她分担家中的事务，让她能

够安心训练。他们的关心和付出，也

让她更加坚定了前行的决心。

队伍在人员方面也面临巨大

变化，比赛周期漫长，一些家中有

事的队员无法继续参赛，这意味着

他们不得不重新选人、从头学起，但

贺传香未被困难打倒。她深知团队

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肩负着带领

团队走向胜利的使命。于是，她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耐心，投入到新队

员的训练中。

有一次，贺传香看到体育总局

气功中心举办2025年第一期健身气

舞培训通知后，第一时间就想去跟

专家多学习学习，对比赛有帮助。但

此时老父亲却住进了ICU。贺传香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病重的

父亲，另一边是团队的期望和即将

到来的比赛，她深知这次培训对团

队的重要性。那段时间，她整日在医

院和家之间奔波，身心俱疲。她几乎

以为这次培训无法成行，内心充满

了无奈和遗憾。

然而，命运似乎也被贺传香的

坚持所打动。就在培训前一天，父亲

奇迹般地好转了。这让贺传香喜极

而泣，她知道，这是父亲在默默支持

着她，希望她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下，贺传香仿

佛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她不再害怕

困难，不再畏惧挑战，全身心地投入

到训练中。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家人是最坚强的后盾，团队

是最可靠的伙伴。

十五运会将是贺传香职业生涯

的最后一次参赛，她倍加珍惜这次

机会。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会全力以

赴。在这条充满坎坷的全运之路上，

爱与坚持始终与她同行。爱，让她在

困境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坚持，让

她在挫折中不断前行，永不放弃。

铿锵玫瑰 为爱踢球 一位全运老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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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指尖燃梦 线舞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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