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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Ĥ _`Ĥ qrĤ abKstuv$Vwxv
12345678yzRS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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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78jk"# $ZZ%#$&'34()?H*
+,-./H30H123456789$:;<=
L5678_`X

%&'()*+,(>12?@hiH34c
9ABACH(\DEH78FGHHIJAH78
KL56MN$O345678PQR(RS$S
OTU56VEaWXYS78$E,Z[\]$
<,D^_`Habc78K$ab5678W.X

!/0$12%&)*+,345!/0

%&'()*+,(\)*+1234|}

~!dedf_`"# $ZZ%#$&',-ghH
1"<iH3056789$jk]^340j8
k$TUlmnoH-wpqL5678hiX

%&'()*+,(rst1uvHwx78
vH,y78vHz,y78vH{|28vH}~
uvvH!"#$%+J5v&$O345678h
iR(RS$'()e56(R*+$,-56N
I34).)/Hp0y123$12hilE)
e4mH,56V7$Vwab56LE89X

!67$89%&'(67+,"#

%&'()*+,(l:3478:/;<
=$}d78jkqr&\L]^_`$Oc97
8jkno,->?$ab345678jk.X

%&'()*+,(>)*+ @@ABCDE
pFvGHI^J3478:/;$KL]^78
jkqr:BD&\_`$noMNS,-qr>
?O8P$qr:BQR34:S78hiH).
)/TMU0OVW$@XHYZ78Zc[\5
678JAOjkPQ$O56,-]^L_(P
Q$TU56VE[\`aPQ$78bc!de
fg_(h.5$ij34c9krlmS8nT
Mop$a-78qt$\56r#RyE8X

!:;$<=)*+,>?@A

%&'()*+,(stDuvuJuw$x
56yzKL78({$r|}~<jkS78L
!"1$\#12347856TM$%$ab7
8W.$y&56O'(78L'(X

%&'()*+,(P*q+R)78*+$
,--3y78Dh$.S34c9/v7856
z0$lm3412w3<4556'($>78
PQH1u67HTU-8HTU5V9AMN:Y$
t78:B+$;B}<H=u<.$rP>78-
8$w/n!?V@34TAL78Dh$>$%
B"$&'28`aHCD78H{EaFHGTH
I5Dh$x345678JVW.X

KS$%&'()*+,(;<=(>?@
A$rq+L:xM YZ[A%NOPHYQRS"T
A7834H@@R"FTA7834X%NOP\
hT9ZHUVZc56S9:WDTU56VE
aW,XYX78$Z/[E\]$aW^_`Ha
H).HbcdHefHSghHi"j5k3).$
l,34m)VnopHqruvvHstuvv
5TA78v$wxy78z{ZZ%Z|X

!"#$%&'()*+,-./01-

!"#$%&'($)*!>?@

!"#$%&'($)*01ABCDE

!"#$%&'($)*01FGHIE

近日，2023—2024 赛季国际滑

联速滑世界杯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

结束争夺，3 天的赛程吸引了许多

体育爱好者前来观赛，其中不乏青

少年的身影。在观众席，有的家长

为孩子介绍比赛规则，有的家长纠

正孩子的观赛礼仪……在家长的陪

伴和指引下，孩子们打开了视野，感

受到体育运动的魅力和乐趣。

如何让青少年更多地参与体育

活动并从中受益？营造浓厚的体育

氛围、提升体育教育的质量，十分

必要。

日前，教育部倡议广大学生“坚

持校内校外相结合，每天锻炼两小

时”。相较于以前“每天锻炼一小

时”，这项倡议标准更高，不仅展现

了相关部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视，也反映了教育

理念的进步。

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体育氛围，需要在校园体育

上不断发力。在江西省于都县仙下中心小学，随着下

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来到操场，玩起跳房子、丢手绢、跳

皮筋……学校利用课间组织多项对抗性小、趣味性强

的体育游戏，同时安排值日老师在楼道和操场巡查，保

障学生安全。在学校的支持和鼓励下，学生们不仅每

天有了更多户外锻炼时间，更养成了运动习惯、丰富了

校园生活。

如 今 ，随着“健康第一”理念不断深入，对体育训

练及体育课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国家体育总

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了 2023 年儿童青少年体能

训练师（初级体能指导员）培训与推广活动，邀请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从体育知识和训练实践两方面着手，为

基层体育教练员提供科学指导。这类培训很有意义，

有助于提高基层体育教练员专业素养，提升基层体育

教育质量，帮助青少年学好体育知识、练好体育技能，

从而获得全面发展。

体育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离

不开更耐心的引导、更用心的指导、更悉心的教导。社

会各界形成合力，将更好发挥体育运动的促进作用，助

力青少年更茁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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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青少年养成
良好的体育习惯，离不
开更耐心的引导、更用
心 的 指 导 、更 悉 心 的
教导

■关注基层体育R

■体坛观澜R

本版责编：巩育华 高 佶 王 博

随着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运动是良医”等理念深

入人心，大众对全民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多，期

待越来越高。近年来，《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推动体卫融合，

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文件发布以来，各地在推进全民健身和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方面做了哪些积极探索？短

板如何补强，资源如何共享？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在江苏多地进行探访。

“语言、药物和手术刀
是医生的‘三件宝’，如今还
可以加上运动处方”

从治疗伤病的运动员，到患有慢性病的老

人，在苏州，越来越多人将“运动干预”视为追

求健康的重要手段。在苏州市立医院科学健

身指导门诊，经过一系列健康评估和测试，市

民就可以获得一份因人而异、安全有效的运动

处方。

“语言、药物和手术刀是医生的‘三件宝’，

如今还可以加上运动处方，让运动处方成为我

们的‘第四件宝’。”苏州市立医院副院长郝跃

峰介绍，运动处方分为医疗运动处方和健身运

动处方，前者主要针对慢性病患者和运动损伤

人群，后者则更偏向于科学健身指导。无论哪

种运动处方，都是防治并重，通过科学运动，提

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进一步扩大运动处方覆盖面，苏州整合

医疗、高校等多方资源，打造了“运动云医院”公

益平台。平台集预防、诊疗、科普等功能于一

体，吸引 200余名体育、医疗领域专家入驻。用

户不仅可以在平台上了解科学健身相关知识，

还可以实现线上问诊、线上开方、线上随访。

推动体卫融合走深落实，重点和难点在基

层。在南京，体卫融合被列入 2023 年民生实

事，运动促进健康机构覆盖城乡，功能不断完

善。“我们今年新建了 6 个运动促进健康试点

机构，完成体质健康监测和运动健身指导服务

7 万多人次，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南

京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姚安表示。

深化体卫融合，不仅可以发挥体育锻炼在

防治疾病方面的多效用、低成本优势，还能进

一步激发大众参与运动健身的意识，让体卫两

个 系 统 的 资 源 形 成“1+1＞2”的 效 果 。 据 统

计，江苏现有 12 个省级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试

点 单 位、100 个 基 层 慢 性 病 运 动 健 康 干 预 单

位、134 个省级以上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

站，每年向基层群众提供体卫融合服务 50多万

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持续发挥体育、教育、
医疗的作用，共同促进青少年
身体健康”

近几年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国民体质

监测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持续

提高，国民体质水平总体向好。然而，近视、肥

胖、脊柱健康等问题持续多发，成人慢性病患

者的数量有扩大趋势，全面提升国民体质仍面

临不少挑战。

“从全球范围看，推动健康关口前移、重心

下移，重视非医疗健康干预尤其是体卫融合，

被视为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

中心主任徐建方表示。

今年 65 岁的南京市民朱大爷明白运动的

重要性，但因为患有脑梗、高血脂，不敢过多运

动。来到雨花台区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护人员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开具了运

动处方。“运动时会佩戴手环监测心率情况，社

会体育指导员也会在旁边指导，方便又安全。”

朱大爷说。

“我们和南京市体育医院结成医联体，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纽带，构建了检测、评估、

指导、练习的完整闭环，充分发挥运动的健康

促进功能。”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胜

利介绍，对居民而言，社区运动促进健康站就

是家门口的“专业健身房”。

走 进 常 州 奥 体 青 少 年 健 康 促 进 中 心 ，

“青 少 年 脊 柱 健 康 关 爱 行 动 ”的 宣 传 标 语 随

处 可 见 。 这 里 是 常 州 市 教 育 局 与 体 育 局 联

合挂牌的市级脊柱侧弯防控中心，近年来免

费 为 全 市 128 所 中 小 学 18 万 余 名 学 生 进 行

脊柱健康公益普查，并利用寒暑假及周末为

脊 柱 侧 弯 学 生 提 供 运 动 纠 正 指 导 和 治 疗

服务。

“健康中国应该从小抓起，持续发挥体育、

教 育 、医 疗 的 作 用 ，共 同 促 进 青 少 年 身 体 健

康。”徐建方说，“体卫融合的重要目标，就是构

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让更多

人通过运动促进健康。”

“整合优势资源，让体卫
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江苏体育运动人才和医疗卫生人才储备

相对充足，但是推动体卫融合，需要一批既懂

“体”又懂“医”的复合型人才。江苏省体育局

和卫生健康委每年安排专项经费预算，支持南

京体育学院打造国家运动处方师培训基地，联

合面向医疗机构的从业医师开展运动处方师

培训。截至目前，已经培训了 1400 多名获得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认证的运动处方师。

此外，江苏省体育局在每年组织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能培训中，增设了健康管理、基础医疗

和急救课程。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在健康生活方

式指导员培训中，强化了体卫融合方面的培训

内容。江苏省内体育院校加强与医院合作，建

设学生实践实习基地，联合培养体卫融合人才。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需要

倡导“大体育大健康”理念，强化各级政府、各

个部门的责任意识，调动企业、高校等社会力

量的积极性。在宿迁，社会主体参与运营的宿

迁市运动康复中医门诊 2022 年建成并对外营

业。门诊占地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政府提

供场地、部分配套设施及政策支持，社会力量

负责人员设备投入及运营，为群众提供运动促

进健康服务。门诊目前已开展体质监测、中医

理疗、运动康复等多项业务，一年来服务市民

超过 6000 人次。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高校助力，整合优势资源，让体卫融合实现

可持续发展。”宿迁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现健身运动“主动、前端的健康干预”，需

要形成“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围，更需

要加快普及科学健身理念和知识。江苏省体育

局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优秀运动员的示范效

应，制作《科学健身 100期》《科学健身周周练》系

列视频，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健身

教学，宣传健身文化，吸引更多人主动参与。

江苏多措并举推动体卫融合，每年服务基层群众50多万人次

让更多人通过运动促进健康
本报记者 李 洋

核心阅读

江苏现有 12 个省级运动
促进健康中心试点单位、100个
基层慢性病运动健康干预单位、
134个省级以上体质测定与运动
健身指导站，每年向基层群众
提供体卫融合服务50多万人次，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上图：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芦二

社区组织专业医师进社区，指导群众进行科学

健身。 朱吉鹏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