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健身2024年12月 23日
本版主编:林 剑 编辑：史 伟

编者按：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体育组织作为关键力

量，持续推动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加强对基层体

育人才的宣传激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举办了“奋进

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2024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暨活力

体育组织征集活动，以及2024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

案例征集活动。经过线上初评、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社

会公示等环节综合评定，结果近日揭晓。本版对遴选出

的具有公信力、引领力和传播力的50名最美社会体育指

导员、50个活力体育组织和20个优秀组织单位，50个有

故事、有品质、有温度的优秀案例进行全面展示，选树典

型引领示范，鼓励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奉献 服务 健康 快乐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暨活力体育组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巡礼（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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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娥：翩翩起舞促健康

筑橄榄球之基 促海峡两岸交流

江苏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社会组织赋能全民健身
绥化市武术运动联合会

让武术闪耀寒地黑土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各个社区，活跃着一支由东

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与秦皇岛市体育局联合组建的“小

浪花”健身健康大学生体育志愿服务队。自2017年成

立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便以青春的热情和专业的技

能，为居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志愿服务。

“小浪花”健身健康大学生体育志愿服务队，作为

“百个支部进社区 青春志愿健身行”活动的实施主

体，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体育部教师、团委及各学

院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他们的服务对象覆盖了秦皇

岛市海港区、北戴河区、山海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区域的社区居民，旨在通过志愿服务，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的发展。

自2017年至2024年，这支志愿服务队每月至少开

展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他们下设13个分队，113个志愿

服务小队，与秦皇岛市的113个社区结对，总计7000余

名志愿者深入社区，全面开展健身宣讲、运动指导、赛

事组织、项目培训等方面的体育志愿服务。

在日常的志愿服务中，“小浪花”体育志愿服务队

积极联合各社区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运动会、

全民健身大会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帮助社区居民组

建了广场操、广场舞、健身秧歌、柔力球、八段锦、武

术、太极拳、瑜伽等健身队伍，让居民们根据需求和喜

好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同时，他们还联合老体协、街

舞协会等组织，开展了太极拳、轮滑、街舞等文体展演

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除了日常的体育锻炼指导外，“小浪花”志愿服务

队还注重引导居民们养成科学健身的习惯。通过普及

科学健身知识、开展体育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居民

们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并引导大家经常参与运动健

身。在培训和交流过程中，志愿服务队还及时了解和

顺应群众全民健身需求的变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

品质和幸福感。

自成立以来，“小浪花”健身健康大学生体育志愿

服务队先后服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河北省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秦皇岛国际马拉松赛等国家

级、省市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30余次。他们的出色表

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特别是在2023年，“小浪花”志愿服务队更是打造

出“团支部＋社区”结对共建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新

模式。通过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他们成功助力社区发

展成为有科学健身指导、有常年健身的群众、有体育

赛事活动的全民健身示范社区。截至目前，志愿服务

队已服务近万名社区居民，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傅潇雯

近些年，海峡两岸以橄榄球为纽带，有了更多的

交流和互动。

2020年，福州市橄榄球协会建立了由协会内部教

练、会员以及学校教师、高校学生等多元化群体构成

的志愿服务队伍，这支志愿队伍服务于福州市和台湾

多所中小学学生、青少年，让橄榄球搭起了两岸青少

年交流的桥梁。

依托这支志愿服务队伍，协会将橄榄球运动成功

引入福建省很多学校及在闽企事业单位。通过与幼儿

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少体校多层级教育机构的紧密

合作，协会不仅广泛开展了橄榄球培训，还助力这些

学校组建橄榄球队伍。

在项目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协会通过将橄榄球

运动引入学校，有效扩大了参与橄榄球运动的群体，

为项目的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协会与各区域

体育主管单位携手合作，长期举办社会公益性质的橄

榄球培训班，据统计，福州市已有200所学校引入橄榄

球运动，超过60所中小学将橄榄球训练纳入日常教学

计划，平均每周开展一次训练活动，全年累计开展校

园橄榄球训练总量超过2500次。

据福州市橄榄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学年

初，协会主动牵头对接有意愿开展橄榄球活动的学

校，并由协会统一安排教练志愿者深入校园，组建橄

榄球队并组织开展训练。每学年都会举办福州市中小

学生橄榄球锦标赛，这一赛事的持续举办，确保了学

校每个学期都能有所练、有所赛，帮助学生不断提升

技能水平，推动橄榄球运动在福州市的发展。

此外，协会已连续四年成功举办海峡青年节·海

峡两岸青年英式橄榄球交流赛，促进了两岸校园橄榄

球运动的交流，加深了海峡两岸青年之间的友谊。该

赛事规模大，吸引了超过3000名来自两岸的青少年参

与。经过四年的精心打造，这项赛事已经成为两岸体

育交流的特色品牌，让两岸青年能够以球会友、融合

发展。在今年的“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第九届海峡两

岸（福建）青年英式橄榄球交流赛暨2024年全国触式

橄榄球分区赛（福州站）”上，首次实现了两岸橄榄球

校园之间的结对交流，这标志着两岸青少年在橄榄球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百个支部进社区 青春志愿健身行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褔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一级裁判员、政和县健身气功协会发起人、健身气功

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叶先财，用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将健身气

功这种科学健身方法带到政和的每一个角落。

2010年，叶先财在接触健身气功后，他深刻感受到了这

项运动的魅力与价值。2016年，他发起成立政和县健身气功

协会，致力于在政和城乡营造浓厚的健身气功习练氛围，引

导群众走上科学健身之路。

叶先财的努力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表彰。政和县

健身气功协会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建省健身气功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和“福建省健身气功推广先进单位”，并被省老体

协授予“老年人体育健身先进辅导站”。

叶先财十分注重健身气功的普及与推广。2019年，他率

先组建了“政和县健身气功志愿服务队”，利用“五进”方式，

开展了一系列“健康走基层助力新政和”志愿服务活动。几

年来，他们组织开办了300多场公益培训班，教学活动涉及

全县，让群众看到了健身气功就在身边，也带动了一大批喜

爱健身气功的人加入健身的行列。

叶先财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健身气功指导员，更是一位

活动策划与组织的高手。他陆续策划并成功举办了政和县

“平安杯”“健康杯”“城管杯”“政和白茶杯”等全县职工八段

锦比赛，为健身气功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同时也

将精彩的体育赛事办到了群众家门口，极大地丰富了群众

的体育文化生活。

特别是在2023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

服务活动暨闽浙两省九县市“平安边界杯”健身气功交

流展示活动在政和县新康村举办，这一活动被列入了2023年政和县大

事记，推动了全民健身向纵深发展。

作为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叶先财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健身气功推广者。他积极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成为健身气功的受益者、传播者和推动者。在全民健身的浪潮中，叶

先财正在发挥自己的能量，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与快乐。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在江西省鹰潭市各大公园和

健身站点，经常可以看到广场舞

爱好者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

舞。这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

付出———她就是鹰潭市广场舞协

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国家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夏晓娥。

在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

作23年来，本着服务全民健身、

奉献社会体育的工作理念，夏

晓娥始终把普及社会体育健身

工作放在心上，无论是三伏酷

暑，还是数九寒天，她都坚持不

厌其烦地往返在城乡众多健身

点之间进行义务辅导。按照以

点带面、全面开花的工作思路，

先后配合鹰潭市体育局组织推

广了第九套广播体操、健身秧

歌、广场舞规定套路及有关工

间操健身活动的普及，为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720多人授课达

36课时。

为实现健康中国梦，夏晓娥

还坚持每年举办健身广场舞教练

员培训班，免费培训国家体育总

局推广的《我们都是追梦人》《我

奋斗，我幸福》《全民共舞》《领航》

等舞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全民

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鹰潭市的

全民健身点也由原来的360多个

增加到现在的1260多个，每天参

加广场舞健身的人数也由以前的

3万多人增加到现在的9万多人。

每天早、晚鹰潭辖区内的街头巷

尾、公园广场、乡村晒谷场，到处

都是广场舞健身爱好者的身影，

已成为鹰潭广场文化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近年来，夏晓娥先后被评为

“江西省三八红旗手”“江西省第

一届优秀巾帼志愿者”“江西省最

美基层文化人”“江西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之星”“赣鄱先锋人物”和

“感动鹰潭十佳新人新事”“鹰潭

市三八红旗手”“鹰潭市文明市民

标兵”“江西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省、市级荣誉称号，深受广

大群众的好评。

本报记者 傅潇雯

绥化市武术运动联合会是由全国首批“群众喜爱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黑龙江省首批太极拳名家潘跃喜组织发起的。经过十余年努力，

绥化市武联培育出了19支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

推动全民健身，服务健身群众，必须建立一支以专业技能骨干为主

体的健身指导队伍。多年来，绥化市武联注重抓培训、育人才，促进普

及提高，收到明显成效。目前，共培养出武术（太极）、健身气功、广场舞

等各类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690多人，其中，国家级12人、一级130人。

配合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培训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500余人，而他们

也成为志愿服务、指导全民健身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在绥化市所属的

350多个健身辅导站中，社体指导员数量平均达到4名以上，有四分之一

的辅导站和170多人次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体育健身也

追求“品牌”项目。多年来，绥化市武联在武术“六进”、太极拳“八进”、健身

气功“九进”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绥岳武术”文化内涵，成为寒地黑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8月“绥岳武术”被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政府授予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23年成为市区文旅产品。

近三年，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中，绥化市武联建立了“非遗绥岳

武术”东方市山海湾健身舫辅导总站，打造出健身项目进商圈、街区、景区

模式，广受好评。此外，还抽调精兵强将，花费近6年的时间，编辑出《绥化

市地方武术志》，使地方优秀武术文化产品在书市上架，绥化市的武术文

化产品走上更广阔的的文旅市场舞台。

本报记者 轧学超

江苏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自1993年成立

以来，坚持以党建工作引领协会改革发展，常

态化举办、承办省级以上比赛，教师、裁判、社

会体育指导员晋升培训，青少年技术等级考

试和业余运动等级评定等各种活动，以省锦

标赛、省俱乐部联赛等品牌赛事促进基层蓬

勃发展，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运动水平提

高、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

面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了项目在全省的广泛

开展和普及。

近年来，依托完善的组织体系，该协会不

断推动体育服务向基层延伸，各项规章制度

健全完善。2018年协会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

2023年成功复评，2021年又获得2017-2020年

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据了解，在江苏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带

领下，目前江苏13个区市均已建立体育舞蹈

运动协会，同时大力发展区县级体育舞蹈组

织，与省协会形成了信息、业务、资源互动共

享的良好格局，构建起省—市—县三级联动

的组织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体育舞蹈运动协

会以省俱乐部联赛、省街头争霸赛、展演、公

益课堂等多种形式走出体育馆，进景区、进街

区、进商圈、进社区，直达群众身边，吸引了更

多人参与体育锻炼。该协会重点完善裁判员、

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训体系，培养

出了众多技术骨干和精英，为全省广大热爱

体育舞蹈的群众提供专业技能的指导和服

务。而通过省队的建立，加快构建学、训、赛一

体化模式，推动了高水平后备人才梯队的发

展建设。

在学术方面，协会还参与了《如何加强俱

乐部行业管理》《促进基层自治性体育组织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等相关课题政策研究制定，

采用发放问卷、走访基层调研、集中研讨等多

种方式深入推进。此外，协会还通过加强与意

大利、马来西亚等体育舞蹈协会的交流合作，

互融共促，增进友谊。

如今，协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矩阵

平台，积极与各级各类媒体保持良好合作关

系，向人们展现体育舞蹈项目的活力，进一步

打造协会亮丽的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大众认

知度与社会影响力。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