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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体育大

学举办。该委员会的组建标志着我国老

年体育事业向科学化、专业化发展迈出

了重要一步。来自高教出版社和有关体

育类专业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代表

近50人参加了大会。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负责人表示，

“委员会的成立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有效填

补了老年体育科研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空

白。面对我国3.1亿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现实需求，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将与委员

会深度合作，双方将围绕推动科研成果向

老年健身实践转化、总结基层经验促进理

论创新、共同探索专业人才培养有效模

式、携手组织科普活动以提升社会影响力

等四个核心方向展开实质性合作。”

上海体育大学负责人表示，“作为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上海体育大学

将全力支持委员会工作，充分发挥自身

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优势，通过这一国家级平台，共同

提升老年体育健康服务的质量和创新

能力。”

在成立大会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同意召开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

成立大会的批复》，同时“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揭牌，宣

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老年人体育工作

委员会正式成立。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18名委员及委员会领导

班子。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的

成立是继2024年第九届全国老年人体育科学大会

之后我国老年体育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未来，委

员会将以服务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求

为导向，聚焦老年人体育工作现实情况和老年人

体育发展需求，致力于新时代老年人体育领域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决策咨询、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持续促进老年人体育事业

健康发展。 （冯 蕾）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老年人体育

文化万人运动交流会在通辽市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举

行。

通辽市老年体育文化活动走在了全区前列，特别

是去年在通辽市举办的中俄蒙国际老年人运动会、全

国老年人网球比赛，标志着通辽已走向全区、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也是对通辽市“通达辽阔，近悦远来”的

深刻诠释。

内蒙古自治区老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交流

会活动旨在让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走向操场、走向

广场，挥毫泼墨、展现风采。

据介绍，本次交流会会期将跨越2025至2026两个自

然年度，共设置24个比赛项目和9个展演类项目，为全市老

年朋友搭建了一个尽展风采、乐享晚年的广阔舞台。

通辽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通辽将老

年体育事业纳入“健康通辽”建设全局，取得了斐然成绩。

老年朋友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更是文明传承的火炬手。

通辽市将加快推进场馆建设及设备更新，并推进基础设

施的适老化改造，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运动的便利性。

本次万人体育文化交流会由通辽市人民政府主

办，通辽市体育局、通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

（冯 蕾）

本报讯 陕西省老年人体育宣传骨干指导活动日

前在西安举办。来自陕西省各地市县的37名老年体育

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通过专家授课、经验交流、采风观

摩、作业点评等形式，开启了充实而富有成效的提升之

旅，为陕西省老年人体育宣传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陕西省老年人体育协会负责人表示：“骨干是事业

成功的关键。抓骨干就是抓成功，以骨干形成骨干，以

骨干壮大骨干。”

记者从开班仪式上了解，陕西省老年人口达887

万，占全省人口的22.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强老

年体育宣传，对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健身运动、提升老

年人幸福指数意义重大。

据介绍，活动特邀中国老体协新闻委员会副主任彭

东和河南省体育摄影协会副主任雷乃益为学员讲授新

闻写作和体育新闻摄影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巧。彭东

以《有用，有趣———宣传报道为老年体育赋能增值》为

题，结合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新闻写作的要

点。雷乃益的《体育摄影拍摄技巧》则聚焦体育新闻摄

影技巧，让大家对体育新闻摄影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活动期间，西安、宝鸡、渭南、安康市老体协及定边

县老体协代表分享了基层老年体育宣传工作经验。

（冯 蕾）

本报记者 冯 蕾

清晨的浙江绍兴塔山街道文化广

场，数十位银发老人正随着口令举起

哑铃，动作精准而规范。指导者是71岁

仍精神矍铄的王柏根，这位恢复高考

后杭州大学体育系的首届毕业生，用

四十余年光阴，完成了从体育教师到

老年健身领路人的华丽转身。

1982年，文理兼优的王柏根放弃

留校机会，扎根绍兴一中体育教研组

三十余年，培养出数十名国家二级运

动员。担任副校长期间，他大力推行

“每天一节体育课”的理念，成为浙江

省体育名师培养人选。2014年退休

时，面对返聘邀请，他毅然投身老年

体育事业：“看到老同事们佝偻的背

影，我知道有更紧迫的事业在召

唤。”此后，他先后担任绍兴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

席等职务，他主导组织省市级老年体

育赛事和培训活动超300场次，推动

老年健身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2019年的一次骨密度检测结果，

成为他深耕老年健身事业的关键动

力———参与门球运动的老年人中，

36%存在骨质疏松问题。“单纯有氧运

动还不够，必须加入抗阻训练。”他认

为，肌肉力量衰退是老年人健康的

“隐形杀手”。经过半年医学调研，他

研发出国内首套《老年人哑铃抗阻训

练指南》，包含16个分解动作。在塔山

街道的首场推广会上，72岁的张大爷

完成第三组“坐姿推举”后激动地说：

“十年了，我这肩膀第一次抬这么

高！”

“哑铃操并非青年专属，实为老

年刚需！”王柏根常说，“哑铃操练在

当下，利在长远。到75岁时，练与不

练，体能差距非常显著。”他的培训内

容丰富，包含可调哑铃、弹力带和自

编教材。2023年在嵊泗列岛，他巧妙

创新，将渔民织网动作融入训练，用

废旧船缆替代器械，展现了因地制宜

的智慧。

五年多来，他奔波于浙江各地，举

办讲座和培训近30场次，推广的哑铃

操已被浙江省老体协纳入年度培训交

流计划，累计让数十万名老年人受益。

这一成功得益于三大创新：构建“理论

授课＋动作分解＋跟练考核”三级培

训机制，培养基层指导员超1800名。据

相关数据统计，持续练习者肌肉量年

均增长3.2%，跌倒风险骤降41%；创编

的《哑铃健身操》教学视频在“浙里办”

App点击量突破200万次。

2024年重阳节，在绍兴奥体中

心，3000名银发族在王柏根的组织下

齐练哑铃操。伴着《歌唱祖国》的旋

律，大家手举哑铃整齐划一，气势磅

礴。台下，刚获评“浙江省银发健身达

人”的王柏根却在角落调试音响。他

谦逊地说：“主角，永远是这些重焕活

力的老伙伴们。”

如今，71岁的他每周三的社区义

诊从未间断，每月平均两次下乡培训，

每年修订训练手册。他的手机相册里，

珍藏着上千张老人健身的照片，其中

94岁的诸暨王阿婆经过两年哑铃训

练，骨密度从危险的-3.2显著提升至

-1.8。2025年，在浙江省“银发体育宣传

之星”颁奖台上，王柏根展示了一组数

据：绍兴老年健身人口占比从2014年

的12%跃升至67%，同期老年医疗支出

下降18%。

“我想做的，就是让更多人享受

运动的益处，把健康的权利还给岁

月。”王柏根用四十余年的坚守践行

着这句承诺。那一副副哑铃，正是他

与浙江数十万银发族共同托起的“青

春力量”，在岁月长河中闪耀着永不

褪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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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和社会

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体育

是健康关口前移、治未病的最经济、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宣传报道好全国各地

老年体育事业的开展，为全国广大老年体育

爱好者搭建交流、互动、学习掌握科学健身

方法的平台，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导

下，本报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合作开辟

“银龄体育”专栏，讲好老年体育故事，为老

年体育爱好者服务。

从非遗名录到“一县一品”

安代舞舞动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 冯 蕾文/图

“安代舞最初是治病的舞蹈，现在是牧民的快乐密码。我

们想让全国看到，安代舞不只有豪迈，还有‘松肩晃手’里的生

活智慧。”安代舞传承人山虎说。

日前，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主办的

2025年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四川北川羌族自

治县举行。活动中，内蒙古代表队的8名农牧民队员，将草原的

独特风情带到了北川。在这支由农牧民组成的安代舞表演队

伍中，最年长者68岁。

400年古老歌舞焕发新生

安代，这一以祈福消灾、祈愿爱情美满为主要内容的原生

态歌舞，历经了近400年的传承与发展。安代舞通过说、唱、跳等

形式，生动展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其独特的艺术感

染力深入人心，现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2006年，安代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

年，库伦安代舞入选全国“一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库伦旗老年人体育协会将安代舞与现代健身、社交元素

创新融合，致力于打造乡村文化品牌，通过举办全旗老年人安

代舞健身大赛、千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安代舞成为老

年人日常锻炼的重要方式。库伦旗老体协乌兰牧骑团队深入

乡村积极推广，让这一古老艺术重焕生机，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文化载体和经济引擎。

从“活化石”到现代特色品牌

据库伦旗副旗长于明明介绍，安代舞被选为特色品牌，有

着多方面的深远考量。首先，其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郁的

民族特色。库伦旗作为安代舞的发源地，享有“中国安代艺术

之乡”的盛誉。安代舞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

歌、舞、乐于一体的蒙古族文化瑰宝，被誉为“蒙古族舞蹈活化

石”。它不仅是国家级非遗，更是草原人民精神文化的关键载

体，高度契合国家“文化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对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的要求。其次，安代舞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突

出的健康价值。作为一项集艺术性和健身性于一体的传统舞

蹈，其明快的节奏和舒展的动作深受群众喜爱。再者，安代舞

是北疆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其豪迈奔放的艺术表现形式，生

动展现了北疆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深刻诠释了团结奋

斗、守望相助的时代内涵。通过“踏歌而舞”的群体性艺术特

征，安代舞不仅架起了情感交融的桥梁，更成为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重要精神纽带。

“在库伦旗，每天参与安代舞锻炼的群众规模达3000余

人，以安代舞形式呈现的广场舞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安代舞

还被纳入中小学课间操体系，覆盖学生群体达1.5万人；以安代

舞为载体的蒙医安代疗法，是传统医学中极具特色的身心同

治疗法，将舞蹈、音乐与蒙医疗法理念深度融合，在调节身心

健康方面发挥出独特价值。”于明明说。

库伦旗老体协组织千人安代展演，关键在于构建三级联

动网络与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库伦旗建立了覆盖旗、乡、

村的组织体系，依托全旗150多个文艺团体和上万名骨干，形

成了高效的执行网络。专业辅导员提供定点指导，由队长负责

日常训练和活动组织。

库伦旗老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安代舞是深受群众喜爱

的健身娱乐方式，库伦旗通过‘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推广，

将其精心打造成为一项惠及全民的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充分

激发了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

“带不走”的文艺队“活起来”的安代舞

“既强健群众体魄，又活化非遗传承，安代舞融入大众日

常文体生活，实现了健康促进与文化振兴双赢。”于明明说。

库伦旗老体协乌兰牧骑团队年均开展下乡演出100余场次，

深入基层挖掘民间文化宝藏，创作融入长调、呼麦等非遗元素的

精品节目，通过生动的艺术表达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让政策解

读“动起来”。团队通过创作文旅宣传作品、培养本土文艺人才等

“传帮带”活动，既为乡村旅游代言引流，又为乡村文化振兴培育

了一支“带不走”的文艺队伍。通过安代文化“进景区、进校园、进

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活动，深度推进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带

动乡村特色民宿等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从古老的传统仪式舞步，到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安代舞

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

王柏根用哑铃唤起“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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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培训老年体育宣传骨干

通辽市老年人体育文化万人运动交流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