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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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吕建华：情系武林 武韵流芳

杨振宇：数十载走好太极传承之路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传承武术服务大众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马鞍山市健美健身协会

引领健康风尚 打造活力社会组织

厦门市湖里区青联体育协会

在公益与赛事中绽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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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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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辽宁省武术协会常务理事吕建华自

幼便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他始终秉持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将武术这一国粹发扬光

大，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书写属于他的

武术传奇。

吕建华师承邱万春、王少武，先后习

练少林拳、翻子拳、戳脚、形意拳、八卦掌、

太极拳等诸多拳艺。每一门拳法他都用心

去体悟，用汗水去浇灌，逐渐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武术风格。在武术竞技方面，吕建

华更是屡获佳绩，数次参加省、市传统武

术大赛及演出活动，用精湛的武艺赢得了

观众的阵阵掌声。

吕建华的武术之路并未止步于此。他

深知，武术不仅是竞技与表演，还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他积极参与国

家各类武术赛事和文化研讨交流活动，致

力于将武术文化发扬光大。2012年，他受

邀参加天津纪念中华武士会百年学术讨

论会，并发表关于《辽宁及锦州武术与中

华武士会之渊源》的研讨发言。

在武术组织方面，吕建华同样作出了

卓越贡献。他多次带队参加省中段位考

核，积极组织筹办市武术大赛，为锦州武

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的带领

下，锦州市武术协会成功举办了多次大型

武术赛事，参赛人数屡创新高，推动了锦

州武术的普及与发展。

吕建华对武术的热爱与执着，不仅体

现在他的个人成就上，还体现在他对社会

的贡献上。他始终坚守在武术教学一线，

公园、广场、学校，都有他义务教学的身

影。他用自己的行动，为锦州地区培养了

大批武术骨干人才和协会工作人员，为武

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吕建华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在2021年河南灾区捐款活动中，他组

织发动会员向灾区捐款，353名会员积极

响应，共捐款23400元。吕建华被辽宁省武

术协会三次评为年度工作“先进个人”，被

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两新组织

行业委员会授予“优秀党员”荣誉称号。

他深知，武术之路任重而道远，但他

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追寻与探索。他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锦州武术乃至辽宁武

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本报记者 傅潇雯

杨振宇是山东省威海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会长，也是山东省国家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培训的专家组成员。多年来，他

始终秉持“为社会潜心育人，为祖国细研

国粹，为中华传承经典”的理念，广泛弘扬

太极国粹。

杨振宇努力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山东省内全民

健身的代表之一，在2018年被山东省体育

局评为“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杨振宇研学太极文化40余年，从事太

极执教工作30余年，作为太极名家、健身

气功专家，融合太极拳与中医养生原理，

兼收并蓄独创拳法。他针对行动不便人群

编创的“坐姿太极拳健身12法”成为山东

省社会体育指导培训课程，2021年被纳入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

面向全国推广。同时，他为中老年人群研

创的“长寿太极拳法”也在国家版权局正

式登记。

杨振宇还积极参与推广体育科普作

品，促进科学健身知识、方法的研究和普

及。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开展扶老、济困、

助学的公益服务活动，参与开展“党旗飘

扬爱满滨城”“康养扶贫公益行 太极十

二法进农村”系列活动，通过科学严谨的

课程计划与培训，先培养骨干教练、助

教、志愿者，再靠“传帮带”的方式层层普

及，惠及基层群众，帮助敬老院、社区和

乡村老年人形成日常锻炼习惯，提高群

众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他多年来

坚持推动“太极校园行”系列活动，探索

学校特色体育教学和少年健康成长新课

题，将太极文化与研学相结合，将传统太

极文化与地方特色融合，寓教于乐，获得

了广泛好评。

杨振宇连续两届参与承办了“太极

+N”国际康养大会，被世界休闲体育协会

确定为标杆项目。他还参与组织山东省万

人太极拳展示活动、威海仙姑顶千人太极

拳展示活动，多次受邀参演威海市春节联

欢晚会等专场演出等活动，让太极文化

与康养、旅游、研学多领域融合，并结合

地方特色资源，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为威

海打造有太极特色的体育旅游城市作出

贡献。

本报记者 傅潇雯

在山东省东营市，一场场志愿服务为这里

的群众带来了运动与健康的理念和技能，一支

志愿服务队让全民健身的春风吹进东营的各个

角落。

东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2019年，是由东营市体育局招募的基

层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发展前期，队伍成员有

20人，大部分为东营市健身气功协会、东营市社

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在

东营中心城区的社区、农村开展健身技能培训、

运动项目推广、公益展演等活动，每年开展200

次左右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随着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队成员发展到100名，分布在东

营的各县区、开发区，由东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统一管理，每年组织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

展健身技能指导、运动项目推广、协助国民体质

监测、指导居民正确使用公共健身设施等志愿

服务4000余场。

按照 《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创建标

准》，志愿服务队为社区配置“体育委员”，每个

社区不少于5名，每个行政村不少于1名。通过

“社区运动小管家”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上、

线下指导服务。平台可根据相关信息筛选队伍

中最活跃、最有意愿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员，实现

社会体育指导员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目前已初

步实现从基层群众中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开

展健身技能指导、健身知识宣传、健身活动组织

和健身场地设施管护等工作。

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

志愿服务的质量，在社会体育指导员日常培训

基本理论和健身技能基础上，志愿服务队与东

营市红十字会合作，融入应急救护培训课程，同

步颁发初级救护员证书，建设高素质的“双证

书”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据了解，东营市机关

工委、总工会、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联合组织开

展专门面向各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级培训与认证，壮大企事业单位社会体育

指导员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提升机关干部

运动健身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此外，

团队引入了准出规则，适时移除长期未发挥作

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活动开展以来，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

和质量显著增加，近三年连续完成了300余人

的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其中来自乡

村、企业基层的学员占60%以上。基层参与锻

炼的群众人数不断增长，社区居民科学健身意

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国民体质监测成绩也显著

提高。

山东东营：千名指导员下基层 千场运动会进社区

本报记者 顾 宁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武术协会成立于1973

年，一直以来秉承“发扬传统文化，提高武术水

平，服务社会大众”的宗旨，充分发挥协会的组

织优势和专业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培训、展演等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本地区的武

术爱好者，南关区武术协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优化组织结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提高工作

效率，健全规章制度，优化管理规范和工作流程，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近年来，南关区武术协会开设了普及班、提

高班、单项培训班、少儿武术班，并在中小学开

设了业余武术班，引导各年龄群众增强身体素

质，传承武术文化，助力全民健身。

2008年至今，南关区武术协会每年定期面向

社会举办公益性武术教学活动。协会以“全民健

身日”和节假日活动为主线，常年举办免费武术

培训班，并在社区开展交流展示活动。活动吸纳

全国武术之乡套路比赛的金牌运动员作为公益

课的志愿者，深入基层教学；邀请拥有多年武

术一线教学经验的六段以上教师志愿者担任

授课教练，每周安排上课，形成了既有大型活

动示范带动，又有贴近生活、方便参与的全民

健身活动，吸引更多群众投入到武术健身活动

中来。活动把公益武术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让参与者、观赛者都融入其中，当地全民健身

蔚然成风。

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学生体

质，推动素质教育，南关区武术协会还与教育部

门合作，推进武术进校园活动，将武术纳入学校

课程。协会组织了多次武术示范和讲座，向学生

普及武术知识，激发他们对武术的兴趣。南关区

武术协会连续三年为榆树市当地中小学传授八

极拳，并培训全市八极拳教练员1200余名。

此外，南关区武术协会常年举办交流活动，

与其他区域的武术协会进行交流切磋，共同开

展武术表演和交流赛事，增进各地武术爱好者之

间的友谊，扩大武术运动的群众基础，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本报记者 冯 蕾

安徽省马鞍山市健美健身协会

以推广健美健身文化、促进全民健康

为使命，引领健康风尚。

2015年，马鞍山市健美健身协会

荣获了3A级社会组织，这成为协会发

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协

会再接再厉，于2022年成功晋升为5A

级社会组织，也是马鞍山市唯一一个

获得最高等级的体育社会组织，同时

也是全省体育社会组织中唯一实现党

建和群团组织全覆盖的社会组织。

在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

设和人才培育方面，马鞍山市健美健

身协会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15

年以来，协会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

员队伍建设，先后培养出了350余名健

美健身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并协助

省社体中心成功举办了多期一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班。这些社会体育指

导员为大众科学健身和健康生活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

除了加强队伍建设外，马鞍山市

健美健身协会还积极开展各类运动促

健康活动。协会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

导员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的作用，通过

科学健身大讲堂、科学健身进乡村、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等多种

形式，广泛普及健身知识，提高市民的

健康意识和科学健身水平。特别是在

2022年，协会与团市委、总工会等单位

联合开展了万名青年科学健身周和公

益科学健身月活动，吸引了32000余名

市民积极参与。

在打造活力5A级体育社会组织

方面，马鞍山市健美健身协会同样不

遗余力。2021年9月，协会党支部正式

成立，为协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2年，马鞍山市健身行业工会联合

会、协会妇联、协会团工委相继成立，

进一步完善了协会的组织架构，为协

会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组织保障。

同时，协会还荣获了2018至2021年全

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的荣誉。

未来，马鞍山市健美健身协会将

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组织架构、丰

富活动内容、提升服务水平，为推动马

鞍山市健美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顾 宁

自2015年起，厦门市湖里区青联体育协会针对辖区

内各街道社区3至15岁青少年、50至70岁中老年人，结合

各理事单位的服务项目，每年寒暑假定期开展“公益体

育训练营”。训练营每年常态化举办足球、篮球、体能、

保龄球、柔力球、轮滑等项目。截至2024年2月，已举行公

益体育社区行共13届，累计服务社区居民超过3500名。

近年来，协会联合湖里区慈善会、厦门黑马会&摩

拜厦门、厦门鹭岛爱心义工协会，开展了“慈善早餐温

暖行动”“帮扶贫困儿童”项目、慈善公益骑行、“小花伞”

公益保障项目等。此外，携手湖里团区委，前往龙岩古

田和南平浦城等地开展公益体育行活动。

厦门市湖里区青联体育协会还开展课后服务和创办

赛事。创办“禾山杯”社区足球赛，该赛事已连续举办八届，

成为禾山街道“一街一品”特色赛事项目，并连续多年成为

文化旅游品牌活动。如今，赛事范围扩大至福建省内各地

市，并成功邀请到数支台湾社区足球代表队。赛事不仅带

动厦门业余足球圈水平的提升，而且大力推动海峡两岸社

区足球水平的发展。“禾山杯”的辐射人群也从单一的业余

足球爱好者，扩大到青少年层面。

协会还承办多项赛事。自2019年起，协会携手禾山街

道办事处，在辖区内开展“禾山街道欢乐季”活动，组织举

办轮滑、亲子定向活动、青少年羽毛球赛、中老年象棋赛

等，丰富辖区内居民业余生活。2018年至今，协会连续6年

承办NYBO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厦门赛区比赛，累计吸引

100余支球队、超过1000名小球员报名参加，参赛队伍覆盖

省内九地市，总比赛场次超过3000场，是目前福建省内最

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篮球赛事之一。举办2023年湖里区“筑

梦杯”城中村青年篮球邀请赛，湖里各街道社区积极响应，

在展示城中村特色街区文化的同时，让更多青年能够扎根

湖里、融入湖里，有力推动城中村文旅商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