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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需要“牛鼻子工程”

北京市是中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较为深入的地区之
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锻炼方法，每年遭受运动伤害
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让群众学会科学锻炼、预防和处理
运动损伤是全民健身计划的关键一环。而这正是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主要作用。

1 月 20 日，《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 发布，提出鼓
励社会体育指导员、专业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体
育科技工作者、体育教师、体育专业学生、医务工作者
及其他社会热心人士为全民健身提供志愿服务。“社会
体育指导员是我们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
划的‘牛鼻子工程’。”据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
任李笠介绍，去年，该中心共培训了 2597 名国家级、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全民健身热潮中，懂得科学锻炼太重要了。”刚
接受完培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任丽说，在她到一些公园
指导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进行户外锻炼的老年人，患有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有些运动其实并不
适合他们，但他们对此了解不多，认为只要锻炼就会对
身体有好处，其实这往往适得其反，还可能产生危险。
我要做的就是及时提醒他们，并为他们介绍科学的锻炼
方法。”

作为经常进社区教居民锻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任
丽有自己的特长——柔力球。2005年，她开始接触柔力
球运动，并跟随柔力球创始人白榕学习。后来，她参加
了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举办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班，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像
她一样热心为居民日常健身进行指导的人。这让她对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更热心了。2008年，她组织各个社
区里经常进行柔力球锻炼的居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及
残奥会的柔力球展演活动。

如今，任丽已经成为一名深受各社区群众喜爱的国
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虽然这份工作没有报酬，很多时
候甚至需要她搭钱进去，但她乐此不疲。“我每天都和
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锻炼，感到特别开心，这样的生
活让我觉得非常充实，非常幸福。”任丽说。

科学培训打造“复合型人才”

在北京市很多社区都活跃着像任丽这样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他们不仅有热情、肯奉献，还具备一定的体育
基础和辅导能力，是一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要培
养这样的人才，需要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开展各种
层次和形式的培训。

据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培训部部长王海峰介
绍，社会体育指导员共分三级、二级、一级和国家级
四个级别，北京市按照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
培训制度和晋级制度指导工作，每次晋级需要间隔两
到三年才能申请。为了提升指导员们的专业水平，该
中心把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
学院、北京市冬运中心等 100 多名愿意投身志愿服务
的专家、学者和职业运动员都请来，组建了强大的培
训师资库，让他们讲授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本知识、科
学健身注意事项、运动康复指导、运动处方、体医结合
等专业健身知识。

擅长舞蹈的万梨就是其中一名老师。作为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一名体育老师，在工作之余，她已经为一级和
国家级指导员进行了 5 年的排舞培训。她说，“看着指

导员们热切和期盼的眼神，我也不由自主地被他们感染
了，我很自豪能成为其中一员。”

此外，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一些指导员还要接受
再培训。例如，北京申冬奥成功后，全民冰雪热逐渐兴
起，社会大众对冰雪运动相关的技能指导需求越来越
大。为此，该中心进行了冰雪运动科学健身指导讲师团
培训，培训相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200 余人。培训过
后，这些指导员在北京市各个街道、乡镇进行了 1300
余场冰雪运动科普知识宣讲。同时，中心还与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等单位合作，先后举办了4期一级冰雪运动指
导员培训，共培训470余人。

关心队伍不如“实打实支持”

在北京，5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和2100万的总人口
数相比，供需严重不匹配，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存在。万梨认为，应该扩大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群体，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同时还要扩大他们
的指导范围。

此外，由于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内部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的现象，队伍流失率高、上岗率低。李笠对此表
示，海淀区和朝阳区已经率先建立试点工程，为工作在一
线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适当的交通补贴。

社会体育指导员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也是一大问
题。任丽说，“很多指导员开展服务时都要自己大包小
包地扛着各种工具和器械，缺乏活动场地，下雨、下雪
更是没地儿去。”她建议，可以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目
前正在推行的学校体育场、体育馆等公共体育设施向公
众开放的举措结合起来，统筹解决问题。

2 月 25 日，“跑向 2022 冬奥会·第十八届公园半程马
拉松北京公开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800名
选手跑步开启鸡年的春天。来看看他们的奔跑故事。

跑步目的大不同

比赛中，来自玉渊潭跑团的吴玉玮与刘娟娟全程跑在
一起，速度并不是很快，一路上说说笑笑，相互鼓劲。吴玉
玮说：“我们不太注重成绩，主要是把跑马拉松当成一种社
交手段，大家在一起跑步，为了促进彼此感情交流。”

在人群中，一对母子十分引人注目。比赛刚刚开
始，雷女士五六岁的孩子兴冲冲地跑在前面。然而刚跑
没两步，孩子似乎没劲了，逗得身后的雷女士哭笑不
得。据雷女士介绍，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平
时孩子在家里待惯了，锻炼的时间不多。带孩子参赛是
希望能够引发孩子对于长跑的兴趣，以后能养成锻炼身
体的习惯。

花甲老人爱长跑

“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是在 50岁那年，从太原跑
到了开封。这10年来，仅全程马拉松比赛，我就参加了50
多场。”年逾花甲的李光云是太原长跑协会成员，特地从山
西赶到北京参加本次比赛。这些年为了参加马拉松比赛，
他把各地都转遍了，参赛的最好成绩是在重庆全程马拉松

比赛时创下的，时间为 3 小时 27 分钟，这个速度在业余选
手中已属上游，更别提在这个年纪的参赛者中了。

范景权今年已经 60岁了，接触马拉松刚刚一年。短
暂的跑步时光里，他收获不菲。“我以前的体重是 110公
斤，后来每天跑上 10 公里，现在体重减到了 75 公斤。”
据他介绍，一年前他还是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慢
性病缠身，心脏时不时还出现问题。因为患有糖尿病，
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自从退休之后，他接触了马拉
松，疾病竟渐渐缓解了。前不久，他到医院查体，各项
指标正常，这让他对马拉松的爱更深了。

跑步渐成必修课

正值不惑之年的孙献辉今年是首次参加北京半程马
拉松比赛，他笑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泰山一样，坡太
多，稍微影响了他的发挥。2005 年，他在泰山马拉松比
赛中完成自己的马拉松“处女跑”，燃起了他对长跑的兴
趣。十多年来，他每天坚持跑步。“这是我保持身体健康
的必修功课，顺带还能减减肥。”孙献辉说。

1小时57分钟，算不上出色，但已经是李先生参加过
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中最好的成绩了。2015 年底，由于身
体健康欠佳，李先生开始以长跑的形式锻炼身体。家住
牛街的他就近选择附近的公园进行训练，儿子骑着玩具
自行车在前开路，父亲慢跑追在身后。他说，长跑不仅
强健了体魄，也让他享受着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1999年，孙秀荣开始在北京创业。2007年，由于长时间的奔波与操劳，
她的身体开始出现腰疼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为此，她开始练习太极柔力
球。但是因为心急和方法不得当，她经常遭受大臂扭伤等运动损伤。

后来，她以被指导的学员身份接触到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一群体。学有所
得之后，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科学健身，她变身成为一名柔力球项目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

从2007年起，清晨没事时，孙秀荣就赶往海淀区各社区健身地点，为晨
练者指导健身动作；晚饭后，她又奔赴一些晚练点，给群众讲解锻炼要领；
周末时，她还指导队员们排练柔力球，带领他们参加比赛。最频繁的时候，
她每周五天都去各社区，差不多海淀区都跑遍了。

虽然服务工作很辛苦，也没有任何物质回报，但孙秀荣很开心。“我很喜
欢这项事业。能让更多人像我一样意识到科学锻炼的重要性，并且学会科学
锻炼，我就满足了。”孙秀荣说。 （吴 倩）

北京市平谷区人王爱兵擅长长拳、太极拳。因为内心对武术的挚爱，
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开办武术培训班，教当地青少年学习长拳。1998年，
他干脆办起了武术学校。在当地，他还组织起平谷精华舞狮表演队，多次
受邀出国演出。后来，王爱兵成为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积极投身体育公益
事业，主动承办各类有关武术的赛事。他还每年带领舞狮表演队下乡为乡
亲们义务演出，平均每年达40余场。此外，他还义务培训推广太极拳，并
免费承担了平谷区中小学教师的武术培训。

由于平谷区地处郊区，当地人的健身意识普遍不高，很多需要锻炼的中
老年人不愿意健身。“我觉得太极拳非常适合老年人锻炼，就开始带领身边的
人练习太极拳。”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平谷区政府给我提供了练习场地，还打算给我一些补贴。”他说，“作为社
会体育指导员，免费服务大众是我应尽的责任，我会一直做到不能动为止。
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吴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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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走访北京市在社区
带领群众健身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在被他们无私奉献精
神感动的同时，还发现一个
十分普遍的问题：现在很多
社会体育指导员难进社区。

这看上去很奇怪。作为
一项从 1993 年就开始在我国
推行的制度，社会体育指导
员作用明显。特别是在全民
健身和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
略之后，很多人健身热情高
涨。这个时候，社会体育指
导员按理说可以大展所长，
到广大社区发动居民参与到
体育活动中来。但是，实际
却没这么简单。

首先，很多拥有公共资
源的社区囿于自身利益，不
愿意向外来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开放。一名拥有柔力球特
长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经常
自己背着音响和其他设备，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各个社区
的广场、小区空地，免费教
社区居民练习柔力球。她感
叹说，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
难不是自己有多辛苦，而是
要看社区管理人员和社区里
一些常常锻炼的中老年人的
脸色。

社区内的人不愿意让外
人染指公共广场、空地，可
能主要的考虑是公共场地面
积小、噪音扰民等。而社区
里经常锻炼的人，则将公共
场地看做“私产”，外人往往“水泼不进”。此
外如学校体育场、公共体育馆、私人小区健身
场、一些大型建筑公共大厅等，在早晚时段，
很多是闲置的，十分适合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
居民开展健身活动，尤其是在刮风下雨的时
候。但这些地方很少愿意接受社会体育指导员
和他们带领的队伍。

由于培养成本高，很多社区对设置社会体
育指导这一岗位有心无力，或者根本不愿意。
即便有些社区设置了社区体育指导员，他们的
工作也被其他工作占据，很少有时间、有能力
带领群众进行日常健身。

其次，很多社会体育指导员不愿意扎根社
区。由于目前全民健身的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很多经过培训的社会体育指导，在社区开展工
作是义务性的、志愿性的，很多时候还要自己

“破费”。由于缺乏足够的、必要的奖励，同时
没有设置量化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造成
了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区干多干少、干好
干坏全靠自觉的局面。

如果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区的关系被割裂，
我们培训再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说，应该尽快理顺地
方体育主管部门、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机构等各个部门的职能关系，打通从培训到社
区的通道，让社会体育指导员有地方、有热情
开展社区服务。这其中，相关部门必须注意转
变原来用竞技体育的办法来做社会体育的工作
观念。既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要职能是志愿
服务，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开展志愿活动的方式
来面对社会体育面临的问题，同时注意积极发
挥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说，管理和激励应
该并重。注意少培养一些管理型的指导员，多
培养一些带领群众进行科学健身的指导员。各
级体育部门不妨进一步发挥组织作用，带领、
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进社区、进场馆，提高他
们的一线服务比例和服务时间，并设置相应的
奖励、管理措施。

同时，要改变当前各地社会体育指导员女
多男少、中老年人多年轻人少的现状，多拓宽
一些渠道，让高校学生、医生、教师等人员参
与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中来。

我们都说，社会体育指
导员是科学健身的指导者、
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是
全民健身的“领头雁”。那就
应该让“领头雁”飞进“寻常
百姓家”，只有这样，更多的
居民才能知道全民健身的
好处，并获得科学指导，“领
头雁”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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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粉色的运动衣，身材匀称而健美，脸

上总是笑呵呵的。初见任丽时，很难想象她已

经年过五旬。她是一名有着12年志愿服务经历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在北

京市多个社区、公园、体育馆间奔波，义务为

锻炼者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并帮助柔力球爱

好者们编排技术动作。

自1993年中国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

级制度以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始活跃在群众

日常健身一线，充当“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

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体育场

地的维护者、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在全民

健身和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后，据统计，全

国目前共有182万名登记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在北京，该人群数量接近5万。那么，这个

群体的发展现状如何？他们有什么期待？笔者

近日在北京市进行了走访。

北京市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教社区居民学习抖空竹。 王海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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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报酬，背着音响辗转社区；志愿服务，指导人们科学健身

我 是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吴 倩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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