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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
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
100 多年前，化名“二十八画生”的毛
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 中写下了这样
的字句。

体 育 ， 能 给 人 民 带 来 健 康 和 活
力，更能给国家带来强盛和力量。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认识到体育
的作用，领导和开展体育活动。在艰
苦卓绝的年代，体育唤起了民众的救
国热情；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体育让
中国人找到了民族自信与自尊；在改
革开放的年代，体育精神激励着年轻
人投身大潮、激荡梦想；在新时代，
体育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凝心聚魂的强大力量。

100 年间，中国体育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完成了一次次突破和一个个
跨越。“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扔进了太
平洋，体育强国的崛起不可阻挡。

还记得，在 1979 年的墨西哥大运
会上，年仅 17 岁的陈肖霞夺得中国首
个跳水世界冠军，“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

还记得，在 1981 年的男排世界杯预
选赛上，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男排，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激荡起无
数中国人的爱国豪情。

还 记 得 ， 在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
号让世界领略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大国
气象。

如今，那些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体
育瞬间，标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
求卓越的艰苦探索，承载了无数家国情
怀与功勋荣耀。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在 100年后的今天回首
历史，更能读懂体育强大的精神力量。

展望前路，体育事业迎来了更多的
发展机遇。2022年，冬奥会的圣火将在
中国点燃。这是中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
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历史节点、历史使命。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来之
不易、意义重大，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契
合。如今，中国正将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在“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
奥理念指引下，北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体育强
国梦汇入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体育强国 梦想激荡
本报记者 刘 峣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奋发进取的征程中，体育事业的成就光彩夺目。一个个争金夺银、
超越极限的瞬间唤起无限豪情，在每一个时代激励着人民群众，将每
个人的梦想同中国梦、体育强国梦紧密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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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初，就将体育与人民群众紧紧相连。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此甚可忧之现象也。”1917 年，毛泽东在 《新青年》
上发表《体育之研究》，面对羸弱的国家“国力”和人
民“体力”，年轻的毛泽东喊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的时代强音。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
产党先驱率先认识到体育的功能与价值。乘着新文化
运动之风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体育改善民族体
质、重塑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开始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参与和发展体育运
动贯穿于革命实践中。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体育”，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成熟注
入了活力。

在中央苏区，许多地方开辟了运动场，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在
他们的带动下，苏区军民参与体育的热情高涨。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体育作为强健体魄、
提高人民体质的重要方法。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之余，
在生活艰苦、物资匮乏的条件之下，边区军民仍踊跃
参加体育锻炼。

马海德医生在回忆延安时期的生活时说，那时开展
的体育项目很多——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体操、举
重、游泳、滑冰、爬山，甚至能够打上网球——虽然物质
生活艰苦，但人们出于共同的信念和理想，都生活得非
常快乐，在工作、学习和生产劳动之余踊跃参加各种
体育锻炼。

“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2 年，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题词，成为新中国体育
发展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便承担起提高国民体质、展
示国力、凝聚民心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
的热潮在新生的共和国涌动。广播体操的旋律、体育锻
炼的身影，成为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最好注脚。

“过去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我们把中国的面貌
改变了。”1956 年，毛泽东在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
党的传统》中这样讲道。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体育进入全面、规范
发展的新阶段，体育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投身大潮、激
荡梦想，健康的意识和健身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每年的 8 月 8 日成为
“全民健身日”；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
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的成绩单愈发靓丽。截至2019年
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08平方米，提前实
现了2025年的发展目标；在北京冬奥会筹办的激励和
带动下，“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已蔚然成风，为全民
健身增添活力……体育，已成为中国人健康幸福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球转动大球

一只小小的乒乓球，敲开了两个大国之间的交流
大门——上世纪 70 年代的中美“乒乓外交”，是世界
外交史上的经典一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体育在拓宽交流
渠道、改善国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从促进
民间友好交往的中日“围棋外交”，到“小球转动大
球”的中美“乒乓外交”，黑白棋子、小小银球演绎出
一段段历史佳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79 年中国全面恢复在
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体育全面融入世界体
育发展进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让中国与世界加深了
解、增进友谊、跨越分歧，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的巨
大变化。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将以更开放的姿
态、更自信的表达，为人类携手抗击疫情照亮前路，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舞台。

体育为中外交流打开了多彩的交流之窗，成为中
国外交的靓丽名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 180 余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有超过 200 名
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
中国智慧。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这 是 两 段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体 育 传 奇 ——1960
年，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实现了
人类登山运动史上的壮举；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获
得世界冠军，引发了全国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2020
年，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再度登顶，绵延60年的登山
精神历久弥新；2016年，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上夺
金，延续30多年的女排精神感召力依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得
以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从无到有——陈镜开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和容国团
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拉开了新中国体育振兴的序幕；
许海峰的第一枚夏季奥运会金牌和杨扬的第一枚冬季
奥运会金牌，载录了体育大国的崛起；乒乓球、跳水
等传统强项，缔造了一支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的“梦之队”。

走向世界——2002年，姚明登陆NBA赛场，成为
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在跑
道上的一跃震惊了世界；2015年，苏炳添成为第一位
跑进百米10秒大关的黄种人……

勇攀高峰——近年来，中国体育在田径和游泳等
基础大项和冬季项目上不断取得突破，新一代体育明
星挑战极限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底气，激励着更多中
国人追逐梦想。

举办奥运展现大国风采

“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没
有？”1990年7月，年过八旬的邓小平考察北京亚运会
新建场馆，当有关部门同志汇报亚运会筹备情况时，
邓小平却问起了申办奥运的问题。

曾几何时，一百多年前的“奥运三问”萦绕在中国人
心头——“中国何时有人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在奥运会

上夺得奖牌？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从解答第一问到
实现第二问的目标，中国人花了半个多世纪，而从实现
第二问到完成第三问，只用了24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新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跃升的起点。竞技
体育自此多点开花，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中国
人因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更加自信，向世界敞开怀
抱的态度更加明确。

而今，即将主办 2022年冬奥会的北京有了首
座“双奥之城”的美誉，中国也又一次肩负起
奥林匹克盛会的大国担当。习近平指出，北京
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
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
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全部 12 个竞赛场馆完工，“冰丝带”“雪如
意”惊艳亮相、英姿初现；一批冰雪项目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
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京津冀交出
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如
今，中国正坚实履行申奥承诺，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族
自信，见证一段新的征程。

与民族复兴同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产
业从无到有、快速兴起，日益成为国民
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方面——

1980 年 10 月，广州举办网球精英
赛，赛事组织者依靠出售门票、场地
广告和比赛冠名权收回了全部投资，
这标志着中国体育产业化走出了成功
的第一步。

1992 年，“体育产业”的概念正
式提出。足球职业化的试点性改革，
打开了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大门。随
后，体育竞赛、大众健身及体育用品
市场稳步成长，中国体育产业开始
进入立体化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体育产
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体育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体
育产业成为助力经济增长、优化
产业结构转型、拉动就业消费的
重要引擎。“十三五”期间，中国
体育的产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
GDP增速。

展望未来，体育产业将
在中国经济大格局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 体 育 消 费 的 若 干 意 见》
等 一 系 列 文 件 相 继 出 台 ，
描绘了体育发展的宏伟蓝
图——到 2035 年，体育产
业将更大、更活、更优，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体育，将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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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

许海峰许海峰许海峰

本报电 （记者刘峣） 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10 万羽
和平鸽展翅高飞，为庆典活动烘托出
热烈气氛。中国信鸽协会副会长、北
京市信鸽协会主席郝贵平介绍，天安
门广场放飞的 10 万羽和平鸽都是由信
鸽协会征集会员饲养的信鸽。为支持
庆典活动的放飞环节，北京市及各区
县信鸽协会积极做好筹备和集鸽工
作，协会会员热情高涨，在短时间内
完成了集鸽任务。

记者从中国信鸽协会了解到，7月
1 日当天，天安门广场上空和全国 72
个放飞点共计放飞了 20 万羽和平鸽，
饱含了中国信鸽人对党的深情祝福。
中国信鸽协会会长邢小泉表示，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信鸽
协会举办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万鸽飞
翔庆百年”——中国信鸽行业向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礼活动。其中，

“七一放飞和平鸽”活动主会场为北京
天安门，放飞和平鸽 10 万羽；分会场
为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井冈山红旗广
场、南湖纪念馆门口等全国 72 个具有
代表性的放飞点，放飞和平鸽10万羽。

信鸽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
第 73 项体育运动项目，是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鸽子是世界
和平的象征，在历次国际和全国性重
大活动中，信鸽都承担着重要的放飞
任务。据了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放飞的 10 万羽和平
鸽，创造了重大庆典活动中放飞鸽子
羽数最多的纪录。

信
鸽
协
会
参
与
建
党
百
年
庆
祝
活
动

信
鸽
协
会
参
与
建
党
百
年
庆
祝
活
动 “华彬·新星杯”中西部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江西于都、云南永胜、贵州

普安、甘肃张掖、陕西志丹、湖南平江、河北献县和北京昌平等地的100名小球员参加了比赛。此
次足球交流活动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发起，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和华彬文化基金会主办，华彬生
态园和体育之窗联合承办。

图为小球员在比赛现场。 人民视觉

中西部青少年京城赛足球中西部青少年京城赛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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