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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出了到 2025 年的发展目标

和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

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促进全民健

身，有哪些发力点、该如何扎实推进、将发挥怎样的作用，相关部门

和专家进行了解读。

图①：8 月 4 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的孩子们正在进行软

式垒球训练。该校将这项运动作为特色社团活动引入校园，聘请专业教练指

导学生训练。 吴海波摄（影像中国）

图②：杭州亚运会淳安场地自行车馆坐落于千岛湖畔，依山傍水，风景秀

美。目前工程建设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 9 月底前完成工程验收。

杨 波摄（影像中国）

图③：8 月 20 日，海南省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游客中心正在进行

项目收尾工作，预计在 10 月投入使用。该中心地上三层建筑面积 1802 平方

米，建成后将为游客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康登淋摄（影像中国）

日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

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计

划》），提出了到 2025 年的发展目标

和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就今后一个

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

求作出部署。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

育 。”自 2009 年 我 国 设 立 全 民 健 身

日、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

著提升，场地设施逐步增多，人民群

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

涨，“十三五”时期，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达到 37.2%。全民健身

扎实推进，为幸福生活添健康底色。

盘活场地设施
推广智慧健身

健身去哪儿？这是百姓关心的

话题，也是推动全民健身向更高水

平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此，

《计 划》明 确 提 出 ，“ 新 建 或 改 扩 建

2000 个以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

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地设施，

补齐 5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

身场地器材”。

多渠道增加健身场地供给，各

地都在想办法。北京西城区，五彩

缤纷的健康步道修进鳞次栉比的楼

宇之间，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走出

楼门就能舒活筋骨。浙江宁波市，

高架桥下原不起眼的闲置空间被改

造利用，化身城市中备受群众青睐

的运动健身“金角银边”。

“相较于扩大增量，盘活存量更

为 关 键 ，是 解 决 场 地 难 题 的 突 破

口。可以对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天

数、平均流量进行评估监督，尝试引

入第三方运营管理。”首都体育学院

教授李相如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

司公共服务处处长赵爱国则认为：

“《计划》提出数字化升级改造 1000
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运动健身场景，既满足群众的多元

化运动需求，又推动场馆创新运营

理念、提升服务水平。”

对此，浙江嘉兴市的运动爱好

者颇有感触：在当地“运动家”智慧

体育社区，刷脸就能进入百姓健身

房、笼式足球场等运动场所，还可以

线 上 查 询 运 动 设 施 、报 名 参 加 赛

事。“运动场所选址佳、配置高、价格

低、体验好，大家的参与热情就高。”

嘉兴市体育局局长王蕾说。在嘉兴

市体育局的一块数字大屏上，“运动

家”智慧体育社区的实时运动人数、

运动时长、年龄统计等信息清晰可

见。王蕾说：“用数字化赋能闭环管

理，极大提高工作效率，可进一步提

供更精准的全民健身管理服务。”

赛事活动引领
倡导科学健身

近年来，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创

新群众体育活动。当新年的第一缕

阳光照亮浙江江郎山，数千名健身

爱好者拾级而上，以传统运动登高

作为迎接新年的方式。福建厦门市

将“思明体育时尚季”打造为城市名

片，城市越野、射箭、花式跳绳等多

种赛事，备受参与者喜爱。

这样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今

后会越来越多。《计划》明确支持各

地开展赛事活动，鼓励跨区域联合

打造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牌。“增加

赛事活动供给，能推广普及运动项

目，引导人们逐渐养成运动和消费

习惯。同时，优质赛事能提高场馆

利用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带动举

办地经济社会发展。”赵爱国说。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人们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举办

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与

服务全民健身、推动冰雪运动跨越

式发展紧密结合。冰雪运动进校园

稳步推进，一张张稚气未脱的笑脸

写满期待；连续举办 7 届的“全国大

众冰雪季”沟通南北，巩固拓展“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另一方面，群众健身热情高涨，但

当下专业指导相对匮乏。这其实也是

社会体育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展

身手的机会。山东日照市按照“一个

体育总会、两个人群体育协会和‘N’

个单项体育协会”模式，实现基层体育

组织全覆盖，1.9万余名社会体育指导

员活跃在社区、乡镇，宣讲科学健身知

识，指导基本运动技能。

推动融合发展
开发多元价值

深化体教融合、推动体卫融合、

促进体旅融合，推进全民健身融合

发展，这是《计划》的一大亮点。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需要体

育回归教育本质。推进体教融合，

要充分认识体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

多元价值。广西桂林市榕湖小学从

学生需求出发，开设“选修+必修”体

育课，让学生学会一两项运动技能，

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

“ 从《‘ 健 康 中 国 2030’规 划 纲

要》提出‘体医融合’，到本次《计划》

提出‘体卫融合’，均凸显体育运动

在主动健康干预方面的作用。”赵爱

国说：“多地已经设立了科学健身门

诊，在推广常见慢性病运动干预方

法、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加强科学

健身指导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体旅融合有两大发力点：用品

牌性体育赛事吸引游客，在旅游景

点、路线中渗透体育元素。对于打

破旅游业发展瓶颈，助力乡村振兴，

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李相如说。

近年来，浙江绍兴市东澄村把

好山好水打造成天然运动场，让游

客成为“运动员”，发展登山、露营等

户外运动，举办攀石浪节，小山村焕

发出运动活力与旅游商机。

在学习中锻炼、在预防中强体、

在旅游中健身……通过不同角度、

不同方式参与体育，幸福生活将会

因为健康底色的增添，在人们眼前

展现出更美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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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海面，红、蓝、绿三色残奥会标志已经取

代奥运会五环标志，每日夜间亮起耀眼的光芒。8
月 24 日晚，东京残奥会将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

的运动员正等待写下新的精彩故事。

在这样一届特别的残奥会中，顽强拼搏、自强不

息、自信友善依然是残疾人运动员不变的精神风

貌。在“勇气、毅力、激励、平等”残奥价值观的凝聚

和引领下，他们正向着梦想的舞台进发。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已经抵达东

京并入住残奥村，各支队伍迅速投入到赛前训练

中。安全参赛，被摆在此次参赛目标的首要位置。

进入残奥村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和食宿、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把每项任务落实、

落细。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张海迪表示，中国选手要

超越自我，奋勇争先，努力取得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以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争得荣誉。田径

选手争分夺秒，迎着朝霞奔跑；女子轮椅篮球队克服

训练场馆距离较远的问题，及时调整作息；赛艇队积

极适应比赛场地天气条件和比赛用艇，调动竞技状

态……“为国争光，赛出高水平、赛出好成绩、赛出好

形象”，是中国选手的共同心愿。

近年来，残疾人事业和残疾人体育发展得到高

度重视，越来越多残疾人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我

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进步，体现着残疾人权益保障

工作的成就，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彰显

了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

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 20 个大

项、341 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

赛大项最多的一届，运动员年龄跨度从 16 岁至 56
岁，都是业余选手。体育为所有心怀梦想的残疾人

运动员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残奥会

上运动员的表现，也将激励更多人战胜困难，创造

美好生活。

“我们拥有翅膀”，这是本届残奥会开幕式的理

念，其中蕴含的意义，正是体育为残疾人插上梦想的

翅膀，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中国选手正蓄势待

发，期待他们带着从容的心态和自信的笑容走上残

奥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风采，展示我国残疾人事业

取得的成就。

“我们拥有翅膀”
徽 言

体育为所有心怀梦想的残疾人
运动员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
大门。残奥会上运动员的表现，也
将激励更多人战胜困难，创造美好
生活

人物小传

杨倩，2000 年出生，10 岁开始练习射击，现就读于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在女子 10 米气步

枪比赛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奥运首金，随后又与队友

杨皓然一起获得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

在搭档队友杨皓然（右）夺得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

牌后，杨倩“比心”庆祝。 本报记者 薛 原摄

本报东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岳林炜、孙龙飞）23
日，第十六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

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共同担

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 2016 年里约残奥会复合

弓公开级个人赛、混双冠军，2019 年残疾人射箭世锦

赛复合弓公开级别团体冠军、混合团体冠军。本届残

奥会，她将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

王浩为辽宁籍，曾获得 2017 年、2019 年世界残奥

田径世锦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 100 米短跑、跳远和 4× 100 米男女混合接力 3
个项目的角逐。

中国体育代表团

公布东京残奥会开幕式旗手

本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陈晨曦）近日，中国

足协在上海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宣布，已与现任中国

男足主教练李铁续约至 2026 年，以确保中国男足的长

期稳定发展。

执教中国男足一年半有余，李铁表示，在这段时间

里，队伍有所改变：“我觉得队伍从精气神、比赛状态和

态度上有了变化，球员表现也逐渐稳定了。”

中国男足征战世预赛 12 强赛的目标是“全力拼

搏，力争出线”。日前，队伍在上海集结完毕，集训一周

后，将于 8 月 26 日飞赴卡塔尔多哈。届时，武磊将直接

飞赴比赛地报到。

根据世预赛 12 强赛赛程，中国男足的首场比赛为

9 月 2 日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随后是 9 月 7 日主场迎

战日本队。由于疫情原因，澳大利亚足协和中国足协

均向卡塔尔足协提出申请，希望把比赛主场设在多

哈。据了解，两国足协的申请均已得到了卡塔尔足协

的许可，目前正在等待官方的正式确认。

虽然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的世界排名更高、实力

更强，但李铁表示，中国男足仍有赢球的机会。

10 月，中国男足将迎来另两场世预赛 12 强赛，分

别是 10 月 7 日主场迎战越南队、10 月 12 日客场挑战沙

特阿拉伯队。中国男足计划把第三轮的主场比赛也安

排在西亚地区举行，并在比赛结束后奔赴沙特阿拉伯，

进行第四轮客场比赛。

中国男足备战世预赛12强赛
主帅李铁续约至2026年

（上接第一版）“跟她讲话时，她直直地看着

我，不躲闪，这说明她是个专注、自信、有胆

量的人。”虞利华说。

进入射击队，要先练基本功，为了稳定

性和持久性，身材瘦小的杨倩，需要举着重

约 10 斤的步枪坚持很久，难免会感到枯

燥。练了一年多，杨倩想过放弃，但是被妈

妈劝住：“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努力坚

持下去。”

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杨倩心里。“虽然一

开始我是出于好奇练习射击，但渐渐地，就

离不开了。”杨倩说，“射击一直伴随我成

长，我与射击相互成就。”

12 岁时，杨倩拿下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亚军，14 岁在浙江省运动会上摘下 3 枚金

牌。2019 年，杨倩凭借在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上的出色表现，敲开了国家队的大

门。“她打出了 633 环，当时国家队中也只

有 3 人打出过这个成绩。”虞利华说。

从第一次走进射击队的大门，到登上

奥运冠军领奖台，杨倩最深的感触就是坚

持。相比结果，她更重视过程，“这是我想

做的事情，就要竭尽全力、不留遗憾。”

举枪、屏息、瞄准、击发……一场场比

赛下来，杨倩不断挑战运动生涯的高峰，也

连接起梦想拼图。2016 年，她入选清华射

击队，进入清华附中学习。杨倩的训练时

间一般安排在放学后，有时还要赶回学校

上晚自习。紧凑的日程安排，让杨倩养成

了高度自律的习惯，射击和学习一项也没

落下，“我尽量去平衡，该学习的时间认真

学习，该训练的时间认真训练”。

2018 年，杨倩顺利通过高考，进入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

“做好过程，就会有
好的结果”

在国家队的 4 场东京奥运选拔赛中，

杨倩场场第一，锁定参赛资格。然而之后

的一段时间，她却遭遇低潮，抵达东京之

后，也没有恢复到选拔赛的状态。

女子 10 米气步枪资格赛，杨倩的表现

起起伏伏，整整 60 发，她一直面向靶纸，没

有回头。“每一枪都在和自己的内心作斗

争，不断地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多年的训

练，她学会了自我调节；稳健的心态，是由

无数汗水和努力锻造出来的。

对于多年付出，杨倩总是轻描淡写。

但在妈妈看来，女儿非常有毅力：“一旦认

定目标，便会为之付出十二分的努力。”

“走下领奖台那一刻，成绩就全部归

零。”杨倩有着一份令人赞叹的清醒，“每次

比赛冠军只有一个，尽己所能就足够了。”

正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让她不

怕输，更不服输。

生活中的杨倩，也有着和很多同龄女

孩差不多的喜好：她会给自己美甲，制作手

工艺品，喜欢拍照片。收获了两枚奥运金

牌，她只想着重新出发，投入第十四届全运

会的备战，然后返回校园继续学业。

从赛场到校园，不同的场景切换，丰富

着杨倩的人生经历。一个开放奋进的时

代，为众多中国体育健儿搭建了更为多彩、

更加宽广的舞台。“相信自己，做好过程，就

会有好的结果。”这是杨倩的人生信条。将

个人成长融入社会发展进步，人生的赛场

上，就还会有更多精彩等待着这一代年轻

人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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