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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高 佶 李铁林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广受社会关注。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提出，国家实

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

划，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制

度，培育、增强青少年体育健身意

识，推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的

开展和普及，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和体魄强健。政策法规的不断完

善，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了更为

坚实的保障。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

程中，广大青少年得以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成长

为栋梁之才。

近年来，青少年成长中的“小眼

镜”“小胖墩”等现象，得到各方高度

重视。同时，孩子们的体态健康，也

备受关注。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身体姿态测

试指标与方法》正式实施，为儿童青

少年身体姿态异常问题的筛查和干预工作提供了规范和

指导。以此为依据，可以更早、更清晰地了解儿童体态健

康的具体情况，并进行及时的干预矫正。

做好学校体育工作，需要从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

特点和规律出发，精心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比如，依

托校园积极开展对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的干预是行之

有效的方式，推动对身体姿态和脊柱健康的常态化筛

查，也是未雨绸缪的积极举措，体育锻炼在其中更发挥

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校园中开展测试评估、健康教育、

支持性环境建设，还是家校联合、大力推动运动干预技术

推广，都离不开各方协调联动，共同织密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防护网”。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连接着无数家庭的幸福，更关系

着祖国的美好未来。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在相关各方的

积极努力下，体教融合不断深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

了更科学的环境、更优良的氛围，校园体育正结出硕果。

（作者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

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

精
心
呵
护
青
少
年
身
心
健
康

冯

强

从家庭、学校到社
会 ，在 相 关 各 方 的 积
极 努 力 下 ，体 教 融 合
不 断 深 化 ，为 青 少 年
健康成长提供了更科
学 的 环 境 、更 优 良 的
氛 围 ，校 园 体 育 正 结
出硕果

核心阅读

在社区街巷中“挤出”公
共球场，让废弃矿坑“变身”体
育公园，实现“15 分钟健身
圈”全覆盖……近年来，河北
省石家庄市大力推进公共体
育设施建设，截至去年，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 2.44 平方
米，群众“健身去哪儿”困难得
到缓解。

本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施芳）北京

冬奥精神宣讲团巡讲日前启动，首场报告会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国家速滑馆和延庆区

的冬奥文化广场同步举办。宣讲团计划开展

约 20 场线下巡回宣讲，并通过地铁、楼宇电

视等平台开展短视频云宣讲和线上展播。

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由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

师团）联合组建，由 20 名宣讲员组成。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冠军任子威、北

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齐广

璞、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静/
韩聪、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冠军杨洪琼，将

深情讲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比赛中的

感人故事。北京冬奥会滑雪救援队医生、制

冰师、志愿者等将从不同角度讲述我国冰雪

运动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场馆建设、经济发展、

冬季运动推广等方面的成果。

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在京巡讲
本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刘硕阳）中

国跆拳道协会消息：在日前于保加利亚索非

亚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盟代表大会上，世界

跆拳道联盟名人堂首批成员正式公布，中国

跆拳道选手、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陈中入选。

首批入选世界跆拳道名人堂的成员共 6
人，包括两位终身成就奖得主、两位官员类别

的名人堂成员以及两位运动员类别的名人堂

成员。陈中以运动员身份成为首批名人堂成

员，推动跆拳道入奥的已故前国际奥委会主

席萨马兰奇作为终身成就奖得主入选。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跆拳道成为奥运

会正式比赛项目。在女子 67 公斤以上级决

赛中，陈中为中国队赢得第一枚跆拳道奥运

金牌。4 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陈中卫冕成

功。此后，陈中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夺得

多哈亚运会金牌和世锦赛金牌，实现跆拳道

世界赛事大满贯。

陈中入选世界跆拳道联盟名人堂

“好球！再来！”傍晚，河北省石家庄市体

育大街与跃进路交叉口，在笼式篮球场内，一

场三对三篮球赛激战正酣。舒适的软塑地

面、崭新的球架、跃动的身影……汗水闪耀着

活 力 ，笑 容 迸 发 出 热 情 ，运 动 的 魅 力 深 入

人心。

近年来，石家庄市大力推进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精细规划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

建设健全市民身边的体育设施，不断满足群

众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

利用边角地建设体育设施

结束一场较量，26岁的闫宇航抹着额头的

汗水，满足地走下篮球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

打篮球，但市中心想找个合适的场地不容易。”

闫宇航家住长安区，免费的场地少，排队时间

长；收费的球场也不多，订场地要几百元，人均

花费也不少。

变化始于 2021 年下半年。为加快补齐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满足群众就近、就便运

动需求，石家庄市探索利用街头路边空地、拆

违腾退地、公园绿地、城市广场等边角地、闲

置地，建设球类运动场地、健身步道。

附近的一片临街市场搬迁后，一块笼式

篮球场很快建成。“以前打球得四处找场地，

现在家门口就有篮球场。”闫宇航说，“约朋友

打场球，痛快又方便。”

井陉矿区杏花沟公园北侧，配套体育公

园建设现场施工正酣。居民梁晓晨每天跑步

时都要绕到这里看看施工进度，“听说公园建

成后，有篮球场、足球场，还有标准的 400 米跑

道，我很期待！”

井陉矿区有着近百年的煤炭开采历史，一

度形成多处采煤塌陷区。其中一处煤矿沉降

坑，就是杏花沟公园所在的位置。2015 年，井

陉矿区开始对采煤塌陷区进行生态修复，改造

成集观光健身、平衡生态为一体的湿地公园，

人工湖畔铺设了 5.7 公里的健身步道。“以前这

里污水横流，现在环境美了，还建了运动场、

安装了运动设施，为我们健身休闲提供了好

去处。”井陉矿区武术协会会长申喜未说。

构建覆盖全市的健身网格

桥西区时光街东侧，时光公园里近来新

添了块篮球场。家住附近的冯春燕很是惊

喜：“球场选的地方特别好，旁边就是公园的

小山包，有树荫遮挡，从早到晚都晒不着。周

末游园，刚好带着孩子练练球。”

“200 个球类运动场地”选址有何考量？

据石家庄市体育局局长任维维介绍，2021 年

下半年起，石家庄市结合城市拆违整治行动，

经各区各部门推荐，初选 208 个场地，年底进

行公示，收到群众 500 多条反馈，经过汇总梳

理，逐项进行踏勘落实，于今年初开始动工。

为了让运动场地布局更合理、球场类型更

丰富，石家庄市体育局专门邀请市民代表召开

座谈会，收集各方意见，为后续建设作参考。

在新乐市，位于城区西北部的体育公园是

当地健身爱好者的打卡地。“以前这片儿没有

运动场地，想跑跑步都只能上马路边儿。”居民

王欣说，如今体育公园里“各类运动场地应有

尽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建体育公园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城区

西北部缺少大型公园的问题，补齐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的短板。”新乐市体育公园管理处主

任蔡京育介绍，体育公园 2019 年建成，占地

18 公顷，配备 32 组不同功能的运动场地，满

足周边居民的健身需求。

据了解，石家庄市通过完善场地设施布

局，构建了覆盖全市的健身网格，目前全市

“15 分钟健身圈”覆盖率达 100%，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 42.4%。截至 2021 年，

石家庄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 2.44 平方

米，群众“健身去哪儿”困难得到缓解。

智能健身器材投入使用

今年“五一”期间，位于石家庄市建华大

街与和平东路交叉口的拾光智慧体育公园正

式向公众开放。公园配备 2 块标准篮球场、3
块三人制篮球场、2 块网球场以及环形跑道、

儿童活动区、老人活动区等不同主题的健身

板块。这里还安装了新一代智能健身器材，

可以实时统计锻炼者的运动数据，对运动强

度和运动风险作出评估。

市民姚云峰就住在公园对面，几乎每天

晚 上 都 带 10 岁 的 儿 子 来 这 里 活 动 一 会 儿 。

先跑步、再练器材，借助智能健身器材，父子

俩制订了一整套锻炼计划。“在儿童活动区

运动完，到场边的检测仪上测测心率，合理

安排健身计划才能取得更满意的效果。”姚

云峰说。

38 岁的郭念国是井陉矿区一名篮球二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去年，小区附近新建了

篮球场，每逢周末他便抽出时间，为附近的

孩 子 提 供 指 导 。“ 有 了 场 地 ，打 球 的 孩 子 多

了，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郭念国说。

除了人气较高的篮球、足球，原本小众的门

球、网球等项目的参与者也多了起来，社会

体育指导员可以指导健身者以更科学的方

式进行锻炼。

“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公园、社区和乡

镇的健身场所，义务开展体育教学和项目推

广。”石家庄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席张晓

旦介绍，当前全市有各类公益健身站点 4000
余个，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 2.7 万人，

“每个站点至少配备 2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年来协会还吸纳了不少路跑、街舞等时尚

运 动 的 年 轻 参 与 者 加 入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行列。

河北石家庄加快建设健全市民身边的公共体育设施—

盘活闲置地块 补齐场地短板
本报记者 邵玉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