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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雅安，名山区乒乓球协

会的工作人员开创了“跑着办”的办

赛方式，靠着小三轮运输球台，一路

指导组织比赛，让乒乓球运动走进

室外球台尚未覆盖的社区、村镇。

近年来，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

实施，全民健身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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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工

作原则，提出“完善支持社会力量发

展全民健身的体制机制”。对此，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评价说：

“让体育社会组织成为推动全民健身

的重要力量，让社区健身的‘毛细血

管’更加畅通发达，让竞技体育成果

惠及全体人民。”

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

随着大众健身意识提升、健身

需求多样化，协会、俱乐部等社会体

育组织的活力正不断激发。

“把比赛办到田间地头，办到老

百姓的家门口，办到乡村、社区，才能

让更多人享受乒乓球运动的快乐。”

四川省乒乓球协会主席高亚翔介绍，

协会 2021 年在全省组织乒乓球比赛

超过 1000场次，覆盖 21个市（州）、87
个县（市、区）、1350多个乡镇（街道），

同时还“横向”与其他项目协会合作，

共同助力全民健身推广。

以赛事活动为抓手，协会努力打

造群众身边的乒乓球“运动圈”，拓展

全民健身空间，也盘活各方资源。正

如《意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体育

协会与体育行政部门脱钩。体育行

政部门要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政

策引导和监督管理”，四川省乒乓球

协会 2020 年完成脱钩，在四川省体

育局的指导和监督下，逐步完善相关

制度。“我们制定了会员管理办法、教

练员培养及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基础

性章程，同时不断完善项目推广的标

准化建设。”高亚翔说。

《意见》提出，“健全全民健身组

织网络”。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群体

司司长丁东认为，要理顺体育行政

部门、单项体育协会、体育社会组织

的关系。政府部门在履行好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的兜底保障责任的同

时，应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和标准，为协会和俱乐部等社会力

量参与全民健身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去年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广

东龙舟队大放光彩，参加 6 项比赛均

获金牌。龙舟运动在广东有着深厚

基础，许多俱乐部经多年探索蹚出一

条职业化道路，这支广东龙舟队正是

由九江、顺德等地龙舟俱乐部成员为

基本班底组建而成的。

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麦良说，

依靠社会力量办运动队，以抓人才、

抓能力、抓保障为核心，充分激活了

省内群众体育的基础力量。“未来，

我们要推进完成 30 多个省级非奥运

项目协会的脱钩工作，逐步形成以

体育部门为引领、体育总会为枢纽、

单项体育协会为驱动、基层体育社

会组织为支撑的新格局。”

发掘社区全民健身潜力

清晨的石家庄西三庄街道汇君

城社区，已有热爱运动的居民在运动

角打太极、健步走。在这个拥有约

1.2 万居民的大型社区里，居民利用

公共健身器材锻炼身体的场景时常

可见。“社区在规划建设阶段就为居

民预留了体育锻炼的空间。近些年，

大家健身热情高涨，我们增修了乒乓

球馆、健身步道等，以进一步满足居

民运动需求。”社区负责人魏丹说。

社区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神经末梢”，应为大众进行体育

锻炼提供便利条件，让体育融入日常

生活，让居民一出家门就能“动起

来”。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王裕雄认为，《意见》提出“夯

实社区全民健身基础”，就是要鼓励

相关资源向基层延伸、向群众倾斜，

以构建多层级健身设施网络，全方位

织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

去年，厦门首届社区运动会举

办，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进入

100 个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

课程、体质测试等健身指导也被送

到居民身边，切实增强了群众“科学

健身、全民健身”意识，形成了人人

参与运动、科学运动的良好氛围。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元欣认为，

活动组织、健身指导等同样是影响群

众健身“最后一公里”建设的重要因

素，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下沉社区，首

先要了解社区居民体育运动需求，结

合需求、因地制宜，“社区要充分调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可以采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也要带动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为居民健身提供多元

化指导和服务，让社区的体育活动开

展更规范、可持续”。

注入竞技体育发展动力

一场面向全国运动爱好者的全

民健身线上运动会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在跳绳打卡挑战赛上，举重选

手石智勇、滑雪选手贾宗洋、蹦床选

手董栋等奥运名将“秀”出跳绳技

巧，分享训练经验，收获广大运动爱

好者好评。

通过“云指导”、下社区等形式，

越来越多的国家队、省队运动员变

身健身教练，分享专业知识和技能，

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也在逐步实现《意见》“推动更多竞

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的目标。

《意见》提出，“建立国家队、省

队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制度，现役

国家队、省队运动员每年要在中小

学校或社区开展一定时间的健身指

导服务。”对此，陈元欣认为，一方

面，可以通过一些数字化传播手段，

扩大运动员进社区、进校园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他们的

训练方法、康复技巧等进行成果转

化，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意见》提出，“推动体育系统管

理的训练中心、基地、体校的健身设

施以及运动康复等服务向社会开

放。促进国家队训练方法、日常食

谱、康复技巧等实行市场化开发和

成果转化。”对此，丁东表示，未来相

关工作的发力方向，包括推动体育

系统所属的训练基地和体校体育设

施分时段、分类型向社会开放，推动

竞技体育训练、膳食、康复等成果赋

能人民群众科学健身，运用运动损

伤康复方法和运动训练新科技打造

覆盖不同人群的健康促进方案等。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

程。在丁东看来，随着经济社会事业

发展进步，各级人财物投入力度会逐

渐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总体水

平和“含金量”将持续提高。

各方合力，满足多元锻炼需求
本报记者 季 芳 李 洋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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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全民健身添彩美好生活■R

5 月 22 日，跑者在梧州畅跑 2022 玫瑰湖趣味接力赛上冲线。这项比

赛由广西梧州畅跑跑步俱乐部举办，旨在倡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绿

色、健康、低碳生活理念。 何华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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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

见》提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

要，促进新型消费”。近来，很多健身

者因居家而加入“云健身”的队伍，沉

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带动了

相关体育用品销量增长。有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重点电商平台居家

健身器材销售增长 20%以上。

全民健身热起来，带动体育用

品销售火起来，为体育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也带来新课题：面对越

发庞大的健身人群，如何满足日益

多元化的需求？面对快速成长的消

费市场，从何处发力方能占据先机？

据 国 家 国 民 体 质 监 测 中 心 数

据，2020 年，7 岁及以上居民中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37.2%，比

2014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居民参与程

度不断提高，锻炼方式越发细分。

反映在体育消费市场，广大健身者都是潜在消费者，新兴

项目总会催生新型消费。飞盘运动近年来越发受到年轻

人群青睐，今年还作为“时尚运动类项目”列入“新课标”，

带动了相应的场地和教练需求；毽子操近来通过短视频平

台实现“破圈”，带动瑜伽垫、跳操袜等产品销量上涨。

新型消费意味着新人群、新需求，商家也要采用新营

销、新供给，才能把握新风口。在如今的健身圈里，产品品

质、消费体验越发受到重视：运动服饰要透气吸汗，也要款

式美观；球鞋球拍要专业性强，还要科技感足……对此，有

专家认为，商家要进一步顺应消费形态的发展，在供给侧

积极进行创新，提供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产品和服务。据报道，在体育用品制造业重镇福建

晋江，已有运动品牌厂商反应迅速，或开始研发新材料，为

产品增添新功能，或改进生产线，走上智能化之路。

全民健身热潮翻涌，体育产业当“趁热打铁”。《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我国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

规模达到 5 万亿元。可以想见，健身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将有力拉动体育产业创新，更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也将促进全民健身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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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者不断增长
的需求将有力拉动体
育产业创新，更为丰富
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也
将促进全民健身打开
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