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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袁 阐释了我国群众体育经历的发展战略后发

赶超尧发展目标跨越递进和发展方式主体多元的野并联式冶发展过程遥 其内在动力是群

众体育人民性属性的根本驱动袁呈现出国家政策的持续性尧价值取向的时代性尧为民

服务的便捷性和发展成效的显著性等特征遥 在优化野并联式冶发展进程基础上袁推进优

质发展覆盖全民袁均衡发展方便可及袁融合发展共建共享袁创新发展科技助力袁实现

野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冶的宏伟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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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in China, a process with overta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aping

development goals,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ubjects. Its internal motive is the funda-

mental driving force of people-oriented nature of mass sports, 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per-

siste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timelines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convenience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On the basis of optimiz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process, we will promot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sport to c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to realize balanc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asy accessibility, joint contribution, shared benefits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ed innovation,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rand goal of "top rank-

ing national physical literacy and health level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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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

的群众体育袁以增强人民体质和增进国民健康为使

命担当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启了甩掉野东亚病

夫冶帽子尧建成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袁其目标任务的

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遥 在党中央尧国务院的亲切关

怀和坚强领导下袁我国群众体育受惠于国家一系列

重大改革政策和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无限活力和巨

大动力袁不仅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求袁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袁实现

了从落后到努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发展

的目标遥 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袁取得了部分西

方发达国家大众体育两百多年野串联式冶发展才取

得的成绩袁这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野并联式冶发展新

道路所带动的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进程遥 因

此袁深刻理解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及其动力

和特征袁对于准确把握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袁野促进群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冶 [1]

具有重要意义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院野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

达国家有很大不同遥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耶串联式爷
的发展过程袁工业化尧城镇化尧农业现代化尧信息化顺

序发展袁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遥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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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上袁把耶失去的二百年爷找回来袁决定了我国发

展必然是一个耶并联式爷的过程袁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
镇化尧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遥 冶 [2]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因为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袁 即要在一百年左

右时间里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野串联式冶现代化经历

二百多年时间跨度的发展历程袁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

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1/2 到 2/3[3]遥 因此袁
从发展进程上看袁中国式现代化经历的是一个野并联

式冶发展过程遥作为我国社会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组

成部分的群众体育袁 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

的一个缩影袁 也是一个随动系统袁 同样经历了一个

野并联式冶发展过程袁即在较短的时间里袁完成群众参

与面广泛覆盖尧 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快速提高和社会

各方共同参与的发展任务遥因此袁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
发展可以被认为是院在较短时间里袁实现发展战略后

发赶超尧 发展目标跨越递进和发展方式主体多元的

叠加发展过程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我国群众体育承载着近现代以

来强烈的历史诉求袁即甩掉野东亚病夫冶帽子袁强国

强民遥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尧国民体质羸弱的背景下袁
只有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袁即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袁
快速提高国民体质健康水平袁才能缩小与其他国

家袁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发展和人口健康

水平的差距遥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袁 我国群众体

育一直以增强人民体质尧增进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为

根本目的袁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袁提出了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方针和群

众体育发展战略袁 将群众体育置于关乎国家前途

命运尧民族复兴的高度袁开启了从甩掉野东亚病夫冶
帽子到建成世界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遥 为了能尽

快赶超世界大众体育发展水平袁 我国群众体育发

展战略也在不断调整院新中国成立初期袁为了增强

人民体质袁群众体育面向广大民众袁致力于群众体

育的普及遥 从第二个野五年计划冶开始的 1958 年到

野文化大革命冶结束的 1976 年袁我国群众体育坚持

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冶的发展战略袁即要求在普及

群众体育的基础上袁 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水

平遥 改革开放之后袁实行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

发展冶战略袁最后是在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叶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
中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并成为体育强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遥

在赶超型发展战略引领下袁我国群众体育实施

跨越式发展目标袁 促使发展目标和任务叠加累进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袁群众体育不仅要野建立和完善

群众体育管理机构袁发展体育组织袁加强体育干部

建设冶袁而且要野以宣传尧竞赛和制度建设为重点推

动群众体育袁研究和整理民族形式体育冶 [4]遥 在第二

个野五年计划冶时期及其后的近十五年内袁野要求在

普及群众体育的基础上袁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

水平冶遥 改革开放后的 1979 年袁原国家体委提出野依
靠大家办体育冶袁 再到 1995 年国务院印发 叶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曳提出野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

康水平袁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冶遥
此后袁从国务院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提
出的野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冶袁到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提出的

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冶袁仅十多

年袁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的我国群众体育获得了快速

发展遥 但是袁并未对我国群众体育各个阶段目标任

务进行系统评估袁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健

身需求袁匹配中国式现代化野并联式冶发展过程而选

择了跨越式发展路径遥 这对于基础并不雄厚的我国

群众体育而言袁短时间内目标跨越尧任务叠加和交

叉袁其挑战难度可想而知遥

尽管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
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袁 但是在发展体育事业

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袁 国家和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都很难专注于优先发展群众体育而忽略竞技体

育尧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遥 因此袁选择了一种

融合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方式遥
例如袁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的是国家主导的野由上而

下冶普及群众体育发展的模式袁从内容到形式全国基

本统一遥 1983 年原国家体委在叶关于进一步开创体

育新局面的请示曳中提出野有利于发动社会力量办体

育冶的改革原则袁开启了我国群众体育社会化发展之

路遥 随着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提出野在国务院领导

下袁由国家体委会同有关部门尧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

体共同推行冶的规定袁以全民健身为主体的群众体育

逐步形成了野政府主导尧部门协同尧全社会共同参与冶
的发展格局遥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袁我国群

众体育坚持 野更好发挥政府体制与市场机制作用冶袁
统筹各领域尧各层级公共体育资源袁推动群众体育的

共建共治共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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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基础袁 始终

把野发展体育运动袁增强人民体质冶作为基本方针和

任务遥 如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紧扣野为了人民冶
这个核心袁群众体育发展也回答了野为谁发展冶的根

本性问题遥 正是因为我国群众体育坚持人民性的本

质属性袁并将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和野以人民为中心冶
发展思想不断强化袁 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令

人惊叹的发展速度尧规模和水平遥

所谓人民性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袁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袁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尧行为和

立场 [5 ]遥 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 袁野人民 袁只有人民 袁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冶遥 因此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袁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和根本目的遥 人民性是马

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袁 也是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根

本动力遥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体育观袁是野从个人出发冶

的野为体育而体育冶袁野与广大人民尧劳动生产脱离袁
甚至对立起来袁为他们少数统治者服务冶 [6]遥 新中国

成立后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国家依法保障公

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袁坚持野体育应当是民

族的尧科学的尧大众的冶基本方针遥例如袁1950 年 7 月

创刊的叶新体育曳袁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野建设新体

育袁 是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冶遥 可

见袁人民性成为新中国群众体育最鲜明特征和本质

规定遥
为了促进群众体育发展袁甩掉野东亚病夫冶帽子袁

党和国家对群众体育一直采取鼓励性的发展政策袁
并确认其重要性和社会功能袁 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

健康的指导思想遥新中国成立初期袁我国群众体育实

行的国民体育政策袁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掀起了第

一次高潮遥 如 1954 年经国务院批准实行野准备劳动

与卫国体育制度冶渊简称野劳卫制冶冤袁在 1958 年 9 月

叶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曳印发时袁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

动的人数已达到 1 亿多袁267 万人达到了 野劳卫制冶
标准袁22.5 万人达到了等级运动员标准袁160 多个县

普及农村体育[7]遥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袁 第一个五年计划目

标超额完成袁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袁人民生活水平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袁 广大人民群众体质健康状况也有

了明显的改善遥 正如毛泽东在叶增强党的团结袁继承

党的传统曳 中所指出院野过去说中国是 耶东亚病夫爷袁

经济落后袁文化也落后袁又不讲卫生噎噎但是袁经过

这六年的改革袁 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遥 冶[8] 也如

1959年郭沫若在叶全运会闭幕曳诗中所说院野中华儿女

今舒畅袁耶东亚病夫爷已健康遥 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院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遥冶人
民至上价值理念是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民

性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基本遵循袁 是社会主义

国家本质属性的核心遥 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将人民的

诉求尧 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美好期盼作为党和国家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贯穿于事业发展的全

过程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袁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遥 人

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基础袁也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主要标志遥 在国家发展群

众体育的众多政策文件中袁多次阐明了群众体育的发

展目的是促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袁 丰富大众的文化

生活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关注袁也是

人民至上理念在群众体育发展中的践行遥以 1995 年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颁布实施为标志袁随着叶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曳 以及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先后出台袁 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践行人民至上价

值理念的新阶段遥
在国民经济野二五冶野三五冶和野四五冶曲折发展时

期袁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受挫袁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质健

康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提高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1975 年

国务院颁布实施面向全体国民的 叶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曳袁测验不同人群的力量尧速度尧耐力尧灵敏尧柔韧

等身体素质袁 旨在快速提高大众的体质健康水平和

劳动生产能力遥
又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袁1995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

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提出野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全民健身体系冶袁 并在 2002 年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曳中
加以强化袁要求各级政府建设面向全体国民尧重点突

出尧 能够适应不同区域与人群的不同需求的多元化

体育服务体系袁 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

育服务遥 这些以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为导向的基本体

育服务袁在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中得到

进一步落实袁那就是野坚持体育事业公益性袁逐步完

善符合国情尧比较完整尧覆盖城乡尧可持续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合

法权益冶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群众体育立足于人民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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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袁坚持人民至上袁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袁党和国

家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袁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尧增进人

民福祉袁 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

显著优势袁 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立场 [9]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袁 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也有了新的历史方位袁如
2021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北京冬

奥会尧 冬残奥会筹备工作时所说院野建设体育强国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袁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遥 冶同时袁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也日益

多样化遥 自 2014 年国务院确立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以来袁 各级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加
快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袁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遥 因为

全民健康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袁 追求健康是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面小康遥
为了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

求袁经过十年努力袁野覆盖城乡尧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冶遥 在此基础上袁中共中央办

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印发叶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曳袁要求野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以增强人民体质尧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为根本目的冶袁野构建统筹城乡尧公平

可及尧服务便利尧运行高效尧保障有力的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冶遥
综上所述袁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甩

掉野东亚病夫冶帽子袁目的是强大国家和强健国民

身体遥 群众体育从人民性的鲜明特点出发袁 坚持

野一切为人民冶野为民谋幸福冶的宗旨袁采取野并联

式冶 发展袁 努力实现发展水平和能级的螺旋式上

升袁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体质尧愉悦

身心尧激励精神尧丰富生活尧全面发展等各方面的

需求遥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群众体育

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着眼于提高人民群

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袁 不仅是党和国家为人

民服务宗旨的体现袁也是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
发展的恒久动力遥

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的动力袁来自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引领袁 其以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体育需求为价值追求袁以
提高国民体质健康水平为目标遥 它与部分西方发

达国家大众体育野串联式冶发展相比袁呈现出以下

几点显著特征遥

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袁是中国式现代化

野并联式冶发展的必然遥 高度压缩的发展时间要求群

众体育有较显著的成效袁 以实现从落后到努力追赶

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遥虽然国家群众体育野以增强人

民体质为目的冶 的政策目标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

态袁并没有因为野并联式冶发展而出现更迭或间断袁但
是每一阶段的重点不仅有所侧重袁而且也相互交叉遥
例如袁1949 年 9 月 30 日通过的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曳第 48 条规定野提倡国民体育冶袁重点

指向群众体育的普及遥 1958 年原国家体委制定的

叶体育运动十年发展规划曳提出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

体育运动噎噎参加劳卫制锻炼袁 达到身体的全面发

展冶袁则突出身体素质的提高遥 1984 年 10 月中共中

央下发叶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曳明确提出

野要积极发展城乡体育活动袁 努力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冶遥 1995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叶政府工作

报告曳提出野把发展大众体育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袁普
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冶 [10]袁再到国务院叶全民健

身计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中提出野提高全民族身体

素质尧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冶袁最
后是 202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叶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的意见曳中提出野以增强人民体质尧提高全民健身水

平为根本目的冶等遥这些不同时期群众体育发展的政

策重点袁并不是螺旋式递进过程袁而是一个相互交织

的进程袁旨在实现野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

界前列冶的宏伟目标遥

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袁体现为不同经济

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袁国家意志成为

引领群众体育价值取向的重要力量袁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野并联式冶发展在群众体育领域的体现遥 例如袁
20 世纪 50 年代袁在野体育为国防服务冶的背景下袁
野锻炼体格袁 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冶野培养坚强的体

格袁 迎接伟大的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冶成

特

稿

曹可强. 我国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的动力与特征

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3年 第 44卷 第 3期

特

稿

为当时响亮的口号遥 20 世纪 80 年代袁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袁为了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众体育发展的

差距袁野要积极发展城乡体育活动袁努力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冶[11]遥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袁因为担忧国民身

体素质尤其是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袁认为野全民族

身体素质的提高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冶袁 所以坚

持野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与以奥运会为

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冶[12]遥 进入 21 世

纪袁服务型政府以社会发展和公民普遍的共同利益

为出发点袁即政府完全从人民需要出发袁以为人民

服务为宗旨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遥 于是袁各
级政府更加重视履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职能袁努力

构建比较完整尧覆盖城乡尧可持续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遥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为价

值追求的服务型政府袁在发展群众体育尧构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袁将为民尧爱民尧便民尧利民尧惠
民落到实处袁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

增长遥 我国群众体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起步袁实行

野并联式冶发展袁就是要早日解决人民群众野健身去哪

儿冶的场地设施问题尧野与谁一起健身冶的健身组织问

题和野如何健身冶的科学健身等问题袁已基本实现县

渊市尧区冤尧乡镇渊街道冤尧建制村渊社区冤三级公共健身设

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便

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遥 截至 2021 年底袁我国共

有体育场地 397.14 万个袁 体育场地面积 34.11 亿 m2袁
比 1958 年的 11 932 个体育场地和 0.42 亿 m2 体育

场地面积袁增长了若干倍[13]遥为了促进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城乡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袁 各级人民政府在群

众身边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尧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尧发展

体育健身组织和宣传体育健身文化遥 截至 2020 年底袁
全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 4.73 万个袁 并以年均超过

10%的速度增长袁 城市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平均每万

人已达 3 个袁 显著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

便捷性 [14]遥 野运动是良医冶观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袁
野爱运动袁享健康冶已然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

式袁马拉松尧骑行尧登山尧徒步尧广场舞等风靡全国袁
已经成为时尚遥

我国群众体育采取的野并联式冶发展方式袁虽然

在发展目标和任务方面存在叠加或重复袁 但并没有

影响每一个阶段发展目标的达成和主要任务的实

现遥 随着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的深入实施袁野并联式冶 发展所产生的叠加效应袁促
进了群众体育整体水平的螺旋式上升遥 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袁 人民群众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袁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袁野多锻炼尧 少生病冶
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袁对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体育健身尧持续提高体质健康水平产生了良好的

效果遥 首先袁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明显提

高 遥 2007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28.2%渊含在校学生冤[15]袁2014 年底则提高到 33.9%[16]袁
而 2020 年底更是增长到 37.2%[17]遥 青少年体育活动

广泛开展袁 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不断增强遥
其次袁城乡居民身体素质有所提高遥 根据国民体质

监测结果院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达到 叶国民体质测

定标准曳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为 88.9%袁2014 年是

89.6%袁2020 年则达到 90.4%遥 再其次袁健身文化不

断普及遥 全国各地充分利用电视台尧 广播电台尧报
纸尧互联网等宣传媒介袁播放宣传片尧开办专栏等袁
加大对科学健身知识与方法的宣传袁在全社会形成

崇尚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袁促进体育生活化袁并把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健身文化宣传袁弘扬主

旋律袁传播正能量遥 最后袁公众满意度显著上升遥 大

众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获得感更加充实袁其满意

度也显著上升遥第三方相关调查结果显示院2014 年全

民健身公众满意度为 68.7 分袁2020 年则达到 74.06 分袁
达到了野满意冶程度[18]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野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全面发展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冶 [1]袁且体育强国的

基础在于群众体育遥由此可见袁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的野并联式冶发展进程中袁我国群众体育在总结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袁 将继续大力推进以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为核心的群众体育野并联式冶发展进程袁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加速提高我国群

众体育整体发展水平袁 从而为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袁实现野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

世界前列冶的宏伟目标遥

群众体育发展将落实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

准袁对标国际大众体育发达国家有关标准袁不断增加

公益性和基础性健身设施和服务供给袁 努力提高群

众体育大众参与度袁 推动更高品质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覆盖全地域尧全人群遥到 2025 年袁基本建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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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 38.5%袁2035 年将达到 45%以上遥 实

现县渊市尧区冤尧乡镇渊街道冤尧建制村渊社区冤三级公共

健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遥健全群众身

边的体育健身组织网络袁 广泛开展城乡居民家门口

的各类健身赛事活动和科学健身指导袁 常态化开展

标准化体质监测服务和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曳达标测

验活动遥 发挥政府保基本尧兜底线的作用袁推进基本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袁 增加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可

及性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袁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覆盖全民尧服务全民尧造福全民遥

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尧城乡总体

规划尧区域发展规划袁以及人口分布尧结构和流动变

化趋势袁均衡配置城乡居民身边的健身设施尧健身

活动和健身指导等袁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尧均衡尧便
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遥 还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袁
完善健身设施总体布局袁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

区域尧城乡和人群间的协调发展遥 不断完善农村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袁逐步实现城乡服务内容和标

准统一衔接遥 落实全龄友好理念袁 加强青少年尧职
工尧老年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袁增加农民尧军人尧妇
女尧 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遥
重点推进无障碍健身环境建设袁为特殊人群参与体

育健身提供便利遥 还要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

重心下移袁引导全民健身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遥 将

全民健身纳入社区服务体系袁制定社区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标准袁 补齐城乡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短

板袁打通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野最后一公里冶袁打
造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新载体袁2025 年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6 m2[19]遥

构建党委领导尧政府主导尧社会协同尧公众参与尧
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格局袁 激发社会力量积极

性袁完善政府尧社会尧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全民

健身的体制机制袁 推动全民健身开放包容和共建共

享遥推进管办分离袁更加注重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

扶持尧监督管理袁加强行业自律遥 尤其是加强青少年

和学校体育工作袁构建学校尧家庭尧社区相结合的青

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网络袁培养终身运动者遥实施青少

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袁 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活

动袁举办青少年体育夏令营尧冬令营和周末营等青少

年体育技能培训遥加强体医融合袁倡导野运动是良医冶
理念袁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袁 构建运动促进健康新模

式遥 加强全民健身与市容绿化尧文化旅游尧乡村振兴

等领域融合袁推进体育公园和国家步道体系建设袁构
建户外运动野三纵四横冶空间布局袁形成全民健身协

调联动大格局遥 推动竞技体育场馆设施尧训练资源尧
科技装备尧运动营养尧运动康复等服务全民共享遥 促

进社会共治袁建立齐抓共管尧多方参与尧保障有力的

全民健身治理新体系遥

创建野科技+ 体育冶野互联网 + 健身冶应用袁推进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野一码健身冶服务场景遥 创新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组织方式袁 打破传统线下比赛的时间

和地域限制袁举办覆盖各类人群的线上健身新模式遥
依托我国数字化经济转型的优势袁 创新全民健身发

展模式袁强化科技支撑袁推进办公协同化尧管理信息

化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质量和数字化管理水平遥
以全民健身信息和数据资源集成尧 开发和应用为基

础袁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功能袁提升体育场馆

设施尧赛事活动尧体质监测尧科学健身指导尧体育社会

组织等数字化服务效能遥 完善国家和地方健身地图

服务功能袁及时尧精准对接城乡居民体育健身需求遥
推进智慧体育场馆设施建设袁 实现公共体育场馆无

线局域网全覆盖尧社区体育设施野二维码冶全覆盖遥运
用数字化手段提高体育场馆运营水平袁 加强数字化

技术在场地利用尧预订支付尧客流监测尧安全预警等

领域的应用袁兼顾智慧助老尧助残等服务遥 鼓励物联

网尧区块链尧大数据尧5G尧人工智能尧元宇宙尧增强现

实尧虚拟现实等科技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袁提供便捷

高效的健身服务[2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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