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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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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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段立平：以体育之名书写奉献华章

安徽省滑雪协会

筑梦冰雪 育才前行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刘正海，现任山东青岛武术协会副会

长、胶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2014年至今，他担任三铺龙

拳项目策划总负责人、总教练，编排“胶州市中小学三铺龙拳武术

操”“十步拳”等，与骨干成员走进胶州105所中小学，带领13万中小

学生齐练三铺龙拳。

作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刘正海编写了专著《三铺龙拳》及

武术教材，并担任主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三铺龙拳在社区工

作的总教练和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已在胶州市各个社区成立了21个

三铺龙拳辅导站，大力推广“三铺龙拳养生功法操”“十步拳”“三铺龙

拳英雄扇”等，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而通过胶州市文化馆云课堂、胶

州市教育体育网站平台，已有15万群众线上线下习练三铺龙拳身心

受益，此项目现已进入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

早在2012年，刘正海就牵头成立了胶州市三铺龙拳辅导总站，

建立了多个社区分站和志愿服务队伍，每天早上指导喜欢武术的

广大市民进行锻炼，并在每周两次下乡辅导，每年辅导总课时超过

1000课时。2023年，该项目评为山东省“十佳示范站点”，为推动大

众健康和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刘正海先后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山东省最美

体育人、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青岛市模范非遗传承人、青岛市优

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胶州市最美老干部等荣誉称号。他策划组织

了“武动上合 ”———2023年和2024年非遗在社区群众体育展演大

会系列活动。在多个重大节日期间，以胶州大秧歌，三铺龙拳和太

极拳等非遗项目为主体的体育组织500多人，进行了非遗项目在社

区群众体育大展演、千人太极拳展演等大型活动，调动了群众体验

非遗项目和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展示了广大群众热爱生活，积

极锻炼的新面貌。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山东省新泰市新汶街道，有这样一位老人，她以满腔的热情

和不懈的努力，推动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她就是新汶街道老年

人体育协会秘书长、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段立平。

年近70岁的段立平，依然活跃在群众体育的第一线。十几年

来，她甘于奉献，用温度服务群众、惠及群众、引领群众参与全民健

身，成为推动新汶街道全民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

为了延伸村居体育组织触角，段立平不遗余力。她带领团队，

实现了街道28个村居老体协全覆盖的目标，促进了村居体育组织、

健身站点的健康有序发展。2016年，她更是发起成立了新泰市立平

文化艺术中心，搭建起街道体育健身、养生保健、文化娱乐、对外交

流、互学共建等多个平台。通过落实“宣传发动、示范带动、融合拉

动、品牌推动、社会联动、全员运动”六项保障措施，她引导新汶街

道各村居、企业的老年人想健身找组织、有问题找组织，让群众有

了强烈的归属感。

在丰富群众身边健身活动供给方面，段立平同样功不可没。她

策划了“惠民健身进社区 我与群众心连心”全民健身赛事品牌，

每年都能完成街道28个村居家门口运动会全覆盖，惠及群众3万余

人次。

为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健身水平，她在街道建立了2个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指导站，每年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活动200余次，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高度赞誉。

段立平还注重加强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举办多期

健身骨干培训班，并邀请高校健身指导讲师进行志愿服务宣讲和

公益课堂培训，让运动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

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付出必有回报。段立平的努力和奉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2023年，她所在的站点被山东省体育总会评为“山东省志愿服务十

佳优秀站点”，同时她个人也荣获了泰安市老体协“优秀组织奖”

“优秀教练员奖”“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奖”等多项荣誉。

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继续以体育之名，书写属于自己的华

章，为新汶街道乃至整个山东省的全民健身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正海：身体力行提升武术影响力

将健身舞跳到城市每一个角落

安徽省体育文化协会

打造体育文化“样板间”

本报记者 冯 蕾

每当夜幕降临，湖北省大冶市的社

区广场上便热闹非凡，居民们纷纷走出

家门，加入到健身舞的行列中。20年来，

大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委员会

秉持重在基层、面向全体的理念，竭诚

为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服务，将全民健

身的种子播撒到大冶市的每一个角落。

2004年2月，健身舞委员会成立后

便广纳健身达人，特别是有爱心、乐于

奉献的健身舞爱好者，不断壮大队伍规

模。委员会特别注重队伍的建设和培

养，通过定期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暨新

舞种培训班，邀请业内资深专家和优秀

教练员进行授课，全面提高参与者的专

业水平。这些培训班不仅涵盖了健身舞

的基础动作、编舞技巧、表现力提升等

多个方面，还通过严格的考核机制，规

范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确保其具备专

业的知识和技能。

在健身舞委员会的精心组织下，各

类健身舞赛事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比赛为健身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

展示自我、切磋技艺的平台，成为传递

友谊、增进邻里感情的桥梁。

除了举办赛事活动外，健身舞委员

会还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将地

方特色元素融入健身舞中，结合本地区

的特点自编自导自演了一系列作品，如

《五爱大脚》《大冶花鼓灯》《铜草花》《快

乐的大冶婆姨》等，深受群众喜爱。这些

作品不仅展现了大冶市的文化底蕴和

地域特色，还让居民们在健身的同时感

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随着各项志愿服务的开展，委员会

三级组织网络也逐步健全，志愿服务队

伍不断壮大。健身舞活动已延伸到社区

的大街小巷以及农村庭院，成为大冶市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健身舞爱好者由最

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近万人，队

伍也已有450多支。健身项目由单一的

广场舞发展到了现在的排舞、腰鼓、健

身球、健身操、威风锣鼓、健身秧歌、民

族舞、宫廷舞、手语舞、抖空竹、军鼓、民

管乐队、舞龙舞狮、曳步舞等15个项目。

这些丰富多样的健身项目，满足了不同

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的居民需求，让

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

如今的大冶市，健身舞活动已成为

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了邻

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极大地提升了

社区的精神文明水平。

本报记者 傅潇雯

2021年，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体育

产业发展中心发起并成立了崇义县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队，队伍汇聚了全县体

育协会的技术骨干、社会体育指导员及

热爱体育的社区居民，成员超过200人，

这支志愿服务队通过体育活动的普及

与推广，提升全县居民的健康水平，营

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

近年来，崇义县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

了支持和保障，并且大力推进公共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全

民健身设施网络，志愿服务活动覆盖了

崇义县所有乡镇。

服务队深入全县各社区（村）及群

众聚集区域，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体育

健身知识普及和培训指导，活动注重科

学指导与特色活动相结合，从广场舞、

柔力球、太极拳、健身气功再到羽毛球，

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众，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这些

活动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进

一步激发了大家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此外，志愿服务队还邀请体育专家、教

授到崇义县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活动，通

过举办讲座、现场示范等方式，提高了

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不仅提升

了群众的科学健身水平，还促进了体育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让全县群众

受益，特别是青少年、中老年人群体，群

众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

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更加积极向

上、充满活力。志愿服务活动也促进了

邻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了社区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城乡居民共建、共创、

共享的全民健身新格局初步形成，全民

健身活动氛围浓厚。

下一步，志愿服务队将招募更多的

志愿者，包括专业教练员、运动员和医疗

人员等，为群众提供更专业、全面的服

务。在稳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基础上，

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确

保服务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持续提供

常态化优质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傅潇雯

2021年12月，安徽省滑雪协会由安徽

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合肥市师范附属

第三小学、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芙蓉分

校、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共同发起

成立。近年来，协会普及大众冰雪运动，建

立冰雪运动基地、培养冰雪后备人才、推

广冰雪运动发展，举办了各类冰雪运动赛

事，开展组织制定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等专业培训、评定等级、注册制度和管理

办法，制定冰雪运动器材生产和场地设施

建设标准等，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安徽省滑

雪运动的发展。

两年多来，协会举办了4次裁判员、教

练员培训班，2次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共培养裁判员、等级教练员、社会体育指

导员150人。截至目前，协会人才库中已拥

有39名越野滑雪（滑轮）教练员，28名越野

滑雪（滑轮）裁判员，6名冰壶教练员，15名

冰壶裁判员，对于安徽从事冰雪运动的开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志愿服务是传递爱心、促进社会和谐的

重要方式，协会与社会各界力量一起，以冰

雪为媒，以公益为魂，不断探索与创新，积极

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包括“生命健康 行走的

爱”助残活动、“大手牵小手 一起向未来”走

进校园志愿活动、“反诈骗，防溺水，送健康”

社区服务志愿、“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冰

雪助残等系列公益活动，将冰雪运动与公益

事业深度融合。据了解，协会目前累计开展

43个服务项目，队伍成员111人，总志愿服务

时长达3708小时，涵盖安徽省多个地区，累

计服务人群超1万人。

在校园冰雪人才培养方面，安徽体育运

动职业技术学院2024级冰雪运动与管理专

业是安徽体院设立该专业以来第三年招生，

该专业目前在校生突破了200人，为长三角

地区提供了冰雪专业人才。开展以“培养冰

雪人才，发展冰雪运动”为主题的冰雪人才

研讨会，惠及安徽省各高校约1000人。此外，

协会加强冰雪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制订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

划，实施课程改革，确定培养方案，采用“招

生即招工、校即入司、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在“合作共赢、职责共担”

的基础上，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学校教师

和企业师傅双导师教学。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安徽省体育文化协会2021年成

立。协会秉承推动体育文化发展的

使命，通过举办多元化的体育文化

赛事活动，致力于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讲好安徽体育

故事，丰富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同

时深入挖掘体育项目的文化价值，

坚持创新与传承并重，构建全面的

体育宣传平台，助力安徽体育文化

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体育文化协会将文化阵

地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指导和推动全

省文化阵地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

安徽省体育博物馆和中国蜀山马拉

松文化博物馆，在体育文化主题展览

策划、社教活动、文化推广和科普教

育等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助力安徽

省体育博物馆先后获批全国首批“国

家体育科普基地”“国家三级博物馆”

等荣誉称号。

协会还积极指导安徽体育科普

教育工作，联合当地博物馆、体育科

研单位共同举办“燃动体育科启未

来”等体育科普活动，激发学生们对

科学探索的热情和对体育的认识。

协会一直以来坚持“价值引领

繁荣发展”战略，积极挖掘优秀传统

体育文化项目，不断扩大体育文化社

会影响力。安徽省现已有13个优秀

传统体育项目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

秀项目”。

协会在加快媒体融合发展、联动

各方力量、讲好体育故事等方面持续

发力，正在让体育的良好舆论形象成

为推动体育事业繁荣向好的重要“增

量”。协会还通过线上全媒体矩阵宣

传，线下丰富活动结合，定期举办健

康讲座、体育知识科普及活动，邀请

优秀运动员、体育科研人员普及科学

健身知识，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

如今，协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成

效评估体系，定期收集反馈、进行效

果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不断调整和

优化服务。这种持续改进的态度，确

保了体育文化工作始终能够满足群

众的需求。

志愿服务乡镇全覆盖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