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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
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目标，到 2025
年，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提
升，社会力量提供的普惠性
公共服务实现付费可享有、
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
全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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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赛场上奋力拼搏、为
国争光，运动员成为万众
瞩目的焦点、青少年的榜
样。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活动，成为越来越多运动
员的主动选择全民健身添彩美好生活■R
“医护人员、志愿者冲锋在前、不

辞辛劳。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与家乡人民一道抗击疫情、共克时

艰。”告别北京冬奥会，回到家乡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休整的短道速滑运动员

任子威，报名做了防疫志愿者。

在他看来，在赛场之外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也是为家乡应尽的一份义

务。像他一样，曲春雨、宁忠岩等不少

运动员，放弃了大赛后难得的休息，纷

纷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

“参与疫情防控，体会到了工作人

员的不易。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去

教小朋友滑冰。”任子威说。他希望用

自己的运动专长去影响更多孩子，为

他们的成长带来健康和欢乐，也为冰

雪运动扎下更坚实的根基。年轻的运

动员，有着开阔的眼界和担当。

成长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范可

新，回到家乡后也主动来到小队员中

间，辅导他们训练，激励孩子们为梦想去奋斗。她说：“七

台河市能培养出这么多冬奥冠军，是前辈们打下的好基

础并传承下来，我也要把这一棒传下去。”

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运动员成为万众瞩目的

焦点、青少年的榜样。将榜样的力量传递到赛场之外、生

活之中，在训练比赛之余，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成为

越来越多运动员的主动选择。

从辽宁省鞍山市走出的奥运冠军徐梦桃、李雯雯、马

龙，也积极参加家乡教育部门组织的“社区公益教育”活

动，与学生和家长连线，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发孩子

们的爱国情怀、拼搏志向。

在北京冬奥公园“中国冰雪冠军林”，运动员们在这

里种下一棵棵树苗，用体育的力量传递绿色的希望。

还有更多运动员，亮相“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成为

各自项目的“推广大使”，热情鼓励更多人参与运动，推动

体育成为生活方式。

青春闪光不止于赛场，榜样的力量在于引领。从引导

青少年喜爱运动、参与运动，到投身志愿服务、倡导健康生

活，运动员们用更多方式担起榜样责任、展示阳光自信，也

让体育的价值不断发扬光大，为社会生活增添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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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场“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让很

多居家的人有了新乐趣：在线上参与活动，有

跳绳、广播体操、毽球、乒乓球等 45 个运动项

目可以选择，和各地的健身爱好者一起“云

端”比拼，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了生活。截

至 5 月 17 日，该活动上线 20 天累计参赛人数

突破 130 万。

把健身房搬到家里，把客厅变成赛场，

“处处可锻炼”的运动氛围折射出大众旺盛的

健身热情。随着“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理念

深入人心，群众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需求

和期待也越来越多。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目

标，到 2025 年，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

提升，社会力量提供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实现

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

有监管。“关键是让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围绕人

转、跟着人走，让人口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

的‘定位器’。”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

长欧晓理说。

缓解供需矛盾
优化资源布局

几年前，北京市西城区荣丰社区居民曾

因健身问题产生了纠纷。在这个常住人口

1.3 万多人的社区里，唯一的健身场地篮球场

每天“超负荷”使用，离篮球场最近的住户深

受夜晚噪声问题困扰。后来几经改造，拆除

了靠近居民楼的篮球场，改建成网球、羽毛

球、乒乓球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运动场所，

向周边小区居民免费开放，健身场地供需矛

盾得到缓解。

在城市居民日常锻炼缺乏场地的同时，一

些城市郊区、农村的健身设施却经常闲置，这

样的反差折射出全民健身资源布局不均衡的

问题。“以往，健身资源供给以行政区划配置为

主，与人口总量、结构和流动趋势适应性不

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类型城市之间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也较大。”中央

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说。

《意 见》提 出“ 按 人 口 要 素 统 筹 资 源 布

局”，正是让全民健身资源“跟着人走”、推动

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

“人口定位器”的创新尝试，清华大学体育产

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认为：“围绕居住

区常住人口数量来配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能及时跟上快速更迭的城乡发展，更关注人

的实际需求。”

当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场地设

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等产品和服务总量短

缺问题愈加凸显。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小

城市、农村的常住人口在流出，这些地方往往具

有发展户外运动的条件。结合不同地区的特

点，探索差异化的全民健身发展路径，成为各地

政府在配置全民健身资源方面发力的方向。

在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省市花了 10 多

年的时间，因地制宜建起一体联动的“体育

圈”。上海的城市健身运动、江苏浙江以山水

为特色的运动项目，打破地域限制，形成优势

资源互补，带动了这一区域的全民健身热潮。

如今，这个“圈”已经扩展到整个华东地区。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同进程加快，全

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也在提速。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公共服务处处长赵爱国表示：“我

们正在推动各地按人口规模配建体育公园，在

新建居住区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

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3 平方米标准配

建公共健身设施等，让新政策落实落地。”

政府兜牢底线
社会积极参与

自 2011 年以来，先后出台的 3 个全民健身

五年计划均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表

述。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已基本建

立，但发展不平衡、供给不充分、与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不适应等问题仍较突出。

在王雪莉看来，《意见》的出台为新时期

全民健身工作指明了方向。《意见》提出的“更

高水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群众体育

与身边场地设施的利用，二是体现各个部门

之间的协同合作，三是突出政府与社会力量

的共同参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

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

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当前阶段最基本的健身需

求，政府是主要提供者，起着保基本、兜底线

的作用。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则是满足

多层次、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政府是间接提供

方，通过政策、机制、激励等方式引导社会和

市场来提供服务。”北京咏怀体育发展研究院

院长王兵说。

百姓健身房在浙江省早已家喻户晓。温

州市 2017 年开始探索的这种健身场馆，积极

引导社会力量办体育，按照城市服务半径不大

于 1.5 千米或服务常住人口不少于 2000 人、农

村服务常住人口不少于 1500 人的标准规划布

点，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在瑞安市，截至 2020 年底已建成 74 个百

姓健身房。瑞安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介绍，这些小而精的健身点，采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运营方式，以业委会自主管理为

主，在逐步普及后通过星级评定的方式以奖

代补。2021 年 3 月，瑞安市统一为各健身房

购买百姓健身房指定场所人身意外伤害险，

落实保险托底，让群众锻炼更安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保障能力

的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逐

步扩大，“更高水平”的标准也逐步提升。王

兵表示：“面对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

育强国的目标，全民健身的发展理念、体制机

制、配套政策、经费投入、评价内容及方式等

都应与时代相适应、相协调，逐步构建政府主

导、部门主管、协会主办、市场参与的全民健

身工作新格局。”

深化体卫融合
普及健身文化

一套简单易学的“毽子操”近来红遍网

络，不仅有众多网友在线跟跳，还引来很多知

名运动员“打卡”。“我给自己设定了每周锻炼

4 次的目标，通过运动增强体质。”家住北京市

朝阳区的市民于美说。

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是实现全民健

康积极有效且经济的手段。2021 年 10 月，上

海出台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路径的专项行动

计划。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元欣看来，相

比于体医融合侧重于以运动治疗疾病，体卫

融合则融入通过运动预防疾病的理念，让健

康关口前移。

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抓手，深化体卫

融合有利于让体育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的资源

形成“1+1＞2”的效果。赵爱国举例说，江苏、

河北等地开展了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推动

普及“运动是良医”理念。目前，许多国民体质

监测站点设在体育场馆内，与医疗卫生机构

合作开展运动促进健康工作，有利于让这些

监测站点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场馆利用率。

实现健身运动“主动、前端的健康干预”，

既需要形成“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

围，更需要科学健身理念和知识的普及。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山东省日照市组织

全市体育场馆的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

等，利用体育场馆开展健身视频线上教学，带

动群众坚持锻炼。

一波波健身热潮，是推广健身文化的良

好契机。“可以更好发挥自媒体、优秀运动员

的带动作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

健身文化，在线上开展健身教学，吸引更多人

主动参与进来。”陈元欣说。

针 对《意 见》提 出 的“ 强 化 全 民 健 身 激

励”，王兵建议现有的激励方式可以进一步创

新：“加强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方的奖

励，尤其对于直接服务群众健身的协会、俱乐

部等，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给予更多项

目、资金支持。多措并举，让全民健身覆盖全

民、服务全民。”

多措并举，优化全民健身资源配置
本报记者 郑 轶 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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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QR/5EFV\`34G
FRMab*+"#vw8c]3d$tg0eOfghGijk

l7P%6m8n%osw>pqXrGijKstzu-Pvwxy
z{'|M089ijkPvX}wx~!zu"#R$;RF%u&38
_zu'()*u&8cbP%?OfG!"#$%&'($12g|
Mzu+=%%%&Pv",k+:p>qst-,8./9|M0%
/5f1[i2_G

CDE*FG
HIJKLMNOPQRST

!"#$%&'($X&345#+6b8F0MQ<N]]P%
C\p^Z8?[7/{'|M8iG

%&'0O<9g!"#$%&'($ab86P%&':;K;
<N=4fgfhj>p^Z8?[7/{'?-8@0QAf1Bk2_8C
Dhkg1EF^G!"#$%&'($9|MG~BCD/EF8Hq
0QIjz>(JK&GL1jz>0QIM-hNB0?-8Ohjz>
>0QIMhjzuzlBjw4z9b1ZPQz/x8ijzUsR
NbSQz0Qzuw4GL1jz>>0Q=TUi,Vbl7/
[\]$eW8K:(JzuRX90Q8YZBp?7/|Mb>Y0
_&?R[\MQ]^>_`8KLp^Z8?[7/NabG6bJ8
!"#$%&'($cde@Y3f8g%&'0O<9gh8c+K
L]H'K;]^G

!"#$%&'()*+,-)

!!"!

&'()*+,-)./)012)34056789:;<=>2?@ABCD2EFGH

IJKLM6:NOPQR1S2TUVWXY2Z1[\]34K/^_`a6bc\de\f

g*hei

!"#$%&'$()*+,-./
012%&&34156789

!"#$:;'$()*+,-./<=>?@"ABC)D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