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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一百年风雨兼程，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栉风沐

雨的奋斗路上，属于人民的体育事业，卷起时代的朵朵浪花。

那些见证新中国体育由弱变强的时代强音、那些让人民群众更

有精气神的全民体育运动，深深刻在我们的共同记忆中。

奋斗征程激荡百年，体育足印熠熠生辉。本版今起推

出“奋斗征程 体育足印”栏目，透过体育项目的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各类竞技和全民赛事的茁壮成长，体育场馆设施

的日新月异……感受党领导下的人民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

壮阔历程，一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很多人都有这

样的记忆：洪亮的口令，笔直的队列，朝气蓬

勃的音乐和整齐划一的动作……不经意间，

广播体操已经伴随人们走过 70 个年头。

盛行神州大地的广播体操，不仅提升了

全民体质健康，开启了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一

次次调整中，呼应着时代的步点，见证时代的

飞跃变迁。

1951 年，第一套广播
体操在各地开始推广，至
今已更新到第九套

“身后的小伙伴在踢腿运动时不小心给

我一脚”“跳跃运动时，总有同学兜里的东西散

落一地”……在视频网站上，有趣的广播体操

相关视频总会受到追捧，网友通过弹幕的方

式分享自己学生时代的做操趣事，收获共鸣。

广播体操在国内广泛开展要追溯到上世

纪 50 年代，至今，已经深深刻在新中国每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当年，国民体质健康情况不容乐观，提升

群众身体素质刻不容缓，发展人民体育事业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为了吸引广大

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易于广泛推广、适合全民

参与的广播体操被创编而成。1951 年 11 月

24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

人民政府教育部等 9 个单位发出关于推行广

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

1951 年 12 月 1 日，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音

乐首次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起

来。一时间，广播体操风行各地。工厂、学

校、机关……少则十几、多则上千名群众每天

迎着朝霞，在音乐的伴奏下活动筋骨。半年

后，人民日报刊文《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

推行》：“这一体育运动在增强人民体质上收

到相当效果。”

回忆起广播体操，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

音乐。现行第九套全国广播体操的创编组副

组长张平表示，“好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做操

体验。”每一套广播体操在创编时，对音乐的

处理都称得上精雕细琢。第三套广播体操配

曲就由我国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和《上甘岭》作

曲者刘炽等党内同志编写，旋律优美；第二套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配曲《时代在召唤》动感

十足，音乐一响，“90 后”都倍感亲切，“校园

时光瞬间在脑海涌现”。

广播体操得以在全国快速推广，除了广

播的作用外，图解和领操员也功不可没。每

套广播体操在推行之初，展示动作细节的图

解就开始加紧制作出版，领操员的培养也随

之展开。1954 年夏天，北京市一批体育工作

者在 12 个主要厂矿中，培养了 1200 多名领操

员，堪称那个年代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张

平 则 是 第 八 套 广 播 体 操 图 解 上 的“ 形 象 大

使”。这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向记者

透露，被选中的诀窍就在于动作标准规范、姿

态有美感。

2021 年，大众广播体
操迎来发展的第七十个
年头，类型越来越丰富

2021 年，我国大众广播体操迎来发展的

第七十个年头。时代在发展，广播体操也在

不断调整和进步，以适应健身人群越发多元

的需求。

第一套广播体操面向的是全体人民群

众，简单易学。随着广播体操进入日常生活，

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差异逐渐显现出来。随

后几年，国家体委先后编制、公布了适用于不

同年龄阶段的成人、少年和儿童广播体操。

张平介绍，第三套广播体操在运动量、难

度 和 艺 术 等 方 面 都 远 超 过 第 一 、二 套 的 水

平。其创编团队还吸纳了武术专家，成人体

操 专 门 吸 取 了 我 国 民 间 武 术 的 一 些 动 作 。

“1981 年推出的第六套广播体操，各方面已

经趋于成熟。”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健身方式也愈发多元，健

美操、迪斯科、霹雳舞等风靡一时。广播体操

在全民健身项目中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于

是，1990年推出的第七套广播体操有了更多新

鲜气息。第七套广播体操主要创编人詹蜀明

回忆说：“国家体委要求编两套，一套还是以过

去的基本体操为主，另外一套要有时代元素，

所以要把迪斯科、健美操的动作搁里头。”

其实，广播体操作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

的“元老”，始终在积极适应时代变化。如今，

广播体操也在积极走向“线上”，借助互联网

进行传播。今年年初，中体联和悦动圈联合

开发出广播体操人工智能领操评分系统，互

联网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系统练习基本动作并

实时获取反馈。同时，历时 8 个月之久的“健

康中国我行动”全国广播体操工间操云比赛

启动，收获不俗反响。

70 年来，全民健身形
式愈发多元，广播体操始
终拥有独特魅力

1962 年 ，谢 晋 导 演 的 体 育 题 材 喜 剧 片

《大李小李和老李》上映。故事发生在某肉类

加工厂，讲述了在车间工会主席大李和体育

爱好者小李的带动下，“认死体育无用”的车

间主任老李转变观念、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

有趣经历。其中，不少片段都与做操有关。

广播体操作为一项简单易学的徒手体操

运动，为新中国发展人民体育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人民群众关注

自身体质健康的意识。新中国首位奥运旗

手、男篮国手张长禄认为，广播体操是新中国

开展较早的全民健身项目，对普及运动理念、

建立运动习惯都有很大帮助。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党和

政府的重视和努力下，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

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人均寿命比新

中国成立之初延长了许多。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宣传

海报上，广播体操“出镜率”颇高。

在全民健身形式愈发多元的今天，广播

体操依然拥有独特魅力和现实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小学每天固定的课

间 操 内 容 开 始 涵 盖 各 种 流 行 舞 蹈 、游 戏 活

动。张平认为，这证明了广大群众尤其是青

少年的文体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是国富民

强的表现，“广播体操的定位是简单、科学、有

效，目标人群相对普遍、广泛，对场地等条件

要求低，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新中

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广大群众健

身的热情也进一步被点燃。为了纪念这一盛

会，也为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全民

健身日”在 2009 年正式诞生。此后的每年 8
月 8 日，来自各地的广播体操能手齐聚主会

场，来一场恢弘的表演历来都是重磅内容。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如今，

全民健身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体育大国

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中，全民健身事业占据

重要地位。在张平看来，广播体操的旋律依

然动听，未来，广播体操还将继续守护好广

大群众的体质健康。

图①：鼓励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海

报上，广播体操成为“主角”。 郭 磊供图

图②：本报 1952 年 6 月 21 日刊文《广播

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 资料图片

图③：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

县将国家级非遗舞蹈“苗族锦鸡舞”编排进校

园广播体操，在全县各中小学推广。

黄晓海摄（影像中国）

图④：浙江湖州长兴县

第四小学推广广播体操，落

实“每天锻炼一小时”。

许斌华摄（影像中国）

广播体操，旋律依然动听
本报记者 王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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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2 日

电 （记 者李硕）当 地 时

间 21 日，2021 年亚洲举重

锦 标 赛 暨 东 京 奥 运 会 资

格 赛 在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塔

什干展开男子 81 公斤级

的竞争。中国队选手吕小

军和李大银在抓举比赛中

上演精彩较量，先后打破

世 界 纪 录 。 最 终 李 大 银

凭借 175 公斤的成绩获得

抓举金牌，而老将吕小军

抓举举起 174 公斤、挺举

举起 199 公斤，以总成绩

373 公斤的成绩获得挺举

和总成绩两枚金牌。

36 岁 的 吕 小 军 是 伦

敦奥运会冠军，在里约奥

运会也摘得银牌，保持着

极佳的竞技状态，而 23 岁

的 李 大 银 在 东 京 奥 运 周

期进步明显，两人在 2019
年 举 重 世 锦 赛 上 分 别 获

得 男 子 81 公 斤 级 冠 、亚

军 。 本 次 亚 锦 赛 抓 举 比

赛 ，吕 小 军 第 一 次 试 举

165 公 斤 失 败 ，但 他 第 二

次 试 举 成 功 举 起 170 公

斤，第三次试举吕小军挑

战 174 公 斤 成 功 ，超 过 埃

及 选 手 保 持 的 抓 举 世 界

纪录 1 公斤。而小将李大银 3 次试举全部成功，

在试举 167 公斤和 172 公斤成功后，他第三次试

举成功举起 175 公斤，将吕小军刚刚创造的世

界纪录又提升了 1 公斤。

但挑战极限重量让李大银突发伤病，他在

挺举比赛中 3 次试举 198 公斤失败。而吕小军

第一次试举就成功举起 199 公斤，提前将挺举

和总成绩金牌收入囊中。之后两次试举，他连

续向自己保持的 207 公斤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但最终没能成功举起 208 公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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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 4 月 22 日电 （记 者王霞光、贾丰丰）21 日 ，

2021 中国冰壶精英赛·中国公开赛在青海多巴高原训练基地

落下帷幕，经过 5 天的较量，最终中国一队获得混双组冠军，

哈尔滨队则将男子组、女子组冠军收入囊中。

本次比赛共有 24 支专业冰壶队参赛，以 50 场精彩的冰上

对决，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作为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首个高规格全国性冰壶赛事，本次比赛对助力

国家队备战北京冬奥会、提升我国冰壶项目水平也具有重要

作用。

作为东道主的青海队在此次比赛中获得了男子组亚军。

青海队队员蔡怀硕说：“本次比赛是与其他队伍切磋、交流、学

习的好机会，在比赛中既相互鼓励，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这为今后参加比赛积累了经验，也为树立信心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连续成功举办 5 届冰壶精英赛，特别是本次赛事，检阅了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高效保障赛事顺利举办的能力和水

平，为青海筹备和举办国际国内大赛积累了宝贵经验。青海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海宁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能

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力量是我们的荣幸，更是责任。”

中国冰壶精英赛落幕

本报北京 4月 22日电 （记者郑轶）2021 蒙山 168 国际超

级越野赛日前在山东临沂费县蒙山紫荆关国家森林运动公园

落幕。247 名越野跑者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杨涛和陈蓉蓉分

获 26 公里男子、女子组冠军，宋勇和王晓晨分获 15 公里男子、

女子组冠军。

来到比赛现场的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 5000 米冠

军王军霞提前一天考察了赛道，她认为这样原生态的越野赛

路线非常考验选手的技术，极其具有吸引力。据悉，蒙山紫荆

关国家森林运动公园希望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围绕玉柱峰建

设以山地极限探索为主题的运动公园，全力打造山东首个山

地运动综合体。

蒙山国际超级越野赛落幕

4 月 21 日 ，湖 南 永 州 道 县 玉 潭 学 校 ，小 学 生 在 跳 长

绳。近年来，玉潭学校打造体育特色大课间，开展跳绳、跳

皮筋、转呼啦圈、打篮球等体育活动，让学生们在享受运动

的同时愉悦身心、增强体质。

蒋克青摄（影像中国）

多彩大课间 活力满校园

本报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孙龙飞）记者 22 日从中国

跳水队获悉：一套“3D+AI”辅助训练系统将被应用到中国跳

水队的日常训练中，助力奥运备战。

据技术研发人员介绍，这套“3D+AI”辅助训练系统能通

过高速相机等硬件设备采集运动员从走板到跃入水中的整套

动作视频，并且实时反馈到移动终端，方便教练对运动员进行

针对性指导。此外，这套系统可以对场馆空间以及运动员的

姿态、动作等进行三维重建，实现对跳水动作精确度的量化评

估。通过系统的数据采集还能实现跳水动作的智能打分和训

练技术的智能定制，教练和运动员的专业知识和宝贵经验将

被数字化、模型化，有利于青少年人才培养。

中国跳水协会秘书长刘江平说：“如今世界跳水运动发展

迅速，希望借助先进科技手段提升训练效果，让中国跳水队保

持竞争优势。”

中国跳水队人工智能助训练

■奋斗征程 体育足印R

挑战总与梦想相伴。
面对更强的挑战，追逐
更高的梦想，成就更好
的自己

东京奥运会女足抽签结果揭晓，

在 F 组 落 位 的 中 国 女 足 将 与 荷 兰 女

足 、巴 西 女 足 和 赞 比 亚 女 足 展 开 较

量。有人认为，中国女足的“签运”还

不错。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则说，

“比赛不是想出来的，是需要我们的团

队、我们每个人通过付出和努力拼出

来的。”

同样，比赛的结果也不是“抽”出

来的。拿到奥运会女足入场券的只有

12 支队伍，无不是披荆斩棘而来，没

有哪一支球队愿意随便送分。赛场强

弱本无定判，迈上奥运舞台，谁都有自

己的梦想。

潮流在变，格局在变。近年来，随

着诸多欧洲强队崛起，女足运动在世

界范围内有了长足进步，大赛竞争日

益激烈。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占据一

定优势的中国女足，也经历了起起伏

伏。如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队员

手上。她们的梦想，有来自前辈的传

承，也在特别的历练中感悟属于自己

的成长。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留守武汉的

主力球员王霜独自在天台上练球；去

年年初远赴澳大利亚参加奥运会预选赛，受疫情影响无法

正常训练，全队闷在酒店的楼梯间和走廊里练了 9 天；直到

这个月同韩国队的第二回合决战，半场落后又咬牙逆转了

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历练中，她们接过老女足的精神衣

钵，体会着什么是逆境，诠释了什么是坚韧。

就像王霜在社交媒体上所言，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放

弃很简单，坚持很难……学会了坦然接受不可控的结果，最

重要的是，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在沉默中积聚能量。

学会坚持，让每一天都为梦想充电；积聚能量，也是在

做更好的自己。所谓对手的强弱，其实，也取决于自身的成

长态势。

此刻，听一听女足将士的心声，感受她们对奥运舞台的

渴望。王霜只有短短 3 个字：“东京见。”贾秀全说：“我们不

只是去参与奥运会，我们是有梦想的。”

挑战总与梦想相伴。面对更强的挑战，追逐更高的梦

想，成就更好的自己。路在前方，路，也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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