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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全民健身活动现状调查报告发布———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丰富多元

本报讯 日前，2025年第一期

中国职工气排球裁判员培训班暨

首钢职工气排球裁判员培训班在

首钢篮球中心开班，来自首钢集

团矿业公司、自动化信息技术公

司、首钢医院等单位的47人参与了

培训。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学员们

系统学习了气排球的比赛规则、赛

程安排、记录方法、裁判手势等内

容，并通过了理论和实操考核。培

训特邀气排球国家级裁判员、培训

讲师印明、安琪授课。两位讲师的

精彩讲解既生动又深入，让学员们

收获满满。在实践授课和考核环

节，学员们分组轮流担任一裁、二

裁、司线员和记录员，实际参与执

裁。在讲师的现场指导下，学员们

在犯规判定、规则运用、尺度掌握

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

本次培训由中国企业体育协

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主

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气排

球运动具有趣味性、安全性和低门

槛的特点，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

夯实首钢职工气排球人才基础，为

首钢集团职工气排球发展提供强

力支持。 （冯 蕾）

本报讯 日前，四川泸州2025

年首届魅力女性健康跑活动举行，

1300余名跑友相聚在绿意盎然的

“女性专属赛道”上，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展现新时代女性的活力与风

采，享受春天的美好。

本次健康跑活动分为城市健

康跑（10公里）和亲子欢乐跑（5公

里）两个项目。城市健康跑以当地

张坝景区东门滨江路

足球场外为

起点

和终点，赛道包括滨江景观道和张

坝桂圆林，全长约10公里。亲子欢

乐跑张坝景区东门滨江路足球场

外为起点，桂圆林东门岗亭外路口

为终点，赛道包括滨江景观道和张

坝桂圆林，全长约5公里。

“我们今天一家三口来了，还

把70多岁的阿姨也发动了。”正式

开跑前，跑友孙真丽与丈夫带着

女儿、70多岁的阿姨积极热身。女

儿今年5岁，但此前已参加过多次

健康跑。她说，一家人会一起跑，重

在参与。

据了解，此次健康跑倡导

健康的生活理念，注重为女性

提供运动体验，进一步推

动全民健身热潮，展

现城市活力与向

上风貌。

顾 宁 温都苏

清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前旗第三小学的操场上一派生机。绿茵

场上，学生们正分组进行足球运球训练，篮

球架下，孩子们练习三步上篮，就连教学楼

前，也有学生跟着节奏跳起健身操……

为实现“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

小时”，鄂托克前旗各中小学以“时间保障

为基础、质量提升为核心、完善机制为支

撑”，全面推动校园体育活动提质增效，让

运动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力引擎”。

日前，鄂托克前旗构建“零点体育+

大课间+长课间+课后服务+体育课”的

“五段式”运动时间管理法，让运动时间

“足量达标”。学生到校后第一时间走向操

场，参与慢跑、花样跳绳、滚环、羽毛球等

运动，唤醒身体活力。将传统“大课间”升

级为30分钟“体能套餐”，融合武术操、韵

律操、军体拳等“一校一品”项目，确保全

员参与、全员运动。丰富10至15分钟课间

休息，在教学楼周围，学生自主开展飞机

格、打沙包、跳皮筋等趣味体育活动，缓解

课堂学习疲劳。同时，开设篮球、田径、毽

球、腰鼓、射箭等30余类体育社团，学生依

据特长和爱好自主选择参与。目前，全旗

各中小学已实现校内体育活动“日均超2

小时”全覆盖，学生日均运动量显著提升。

各中小学通过“内容优化+双师管理”组合拳，通过科学设计，让运动质

量提档升级，确保运动高效落地。分时段定制“运动菜单”，晨练以低

强度热身为主，大课间侧重团体协作与体能提升，体育课则聚

焦技能教学，形成“热身—强化—专项”的科学链条。“双师

共管”全程护航，体育教师负责设计活动方案、示范技

术动作，班主任协助组织纪律、记录参与情况，确

保每个环节“有序有质”。完善“健康知识+基

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体育课堂教

学模式，教师既讲运动安全、营养健康

等理论知识，又通过分组练习、小组

竞赛等方式强化专项技能，让每节

课“既长知识又强体魄”。

不仅如此，鄂托克前旗教

体局从机制建设入手，将“每

日两小时”落实情况纳入教

育督导评估范围，让运动

习惯生根发芽。成立专项

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

实地检查等方式，重点

核查各校课程表落实、

教师到岗及活动记录，

发现问题现场反馈并

限期整改。延伸家校

联动链条，通过家长

课堂、亲子运动日等

活动，倡导家庭开展

体育锻炼，画好家校社

协同育人同心圆。

本报记者 刘昕彤

2300公里的“环浙步道”串珠成线，给浙江市民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超级运动场，健身、徒步、登山、骑

行，群众在运动中享受“浙”里美景。中午时分，杭州

黄龙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里，学员正在教练指导下

练习潜水，这里之前是杭州亚运会水球比赛的热身

池，去年改造成了潜水池，吸引了不少潜水爱好者前

来体验。亚运会水球比赛池也改造成了羽毛球场和

篮球场，向社会开放……

近日，由浙江省体育局指导，浙江省体科所负责实

施的浙江省全民健身活动现状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大众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群众每次锻炼持续时间、

体育锻炼强度、参与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人群和群众

在锻炼过程中获得科学健身指导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全民健身科学健身知识的知晓率在不断提升，广大群

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2024年全省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占比有所提高，达45.3%，较2023

年增加接近0.9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还显示，2024年体育锻炼中接受过社

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的比例大幅上升。主要运动排序

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健身走、跑步和广场舞/健身操，

占比分别为48.69%、11.59%和10.29%。群众经常

锻炼的场所是“城

乡健身步道”，占比为40.4%，蜿蜒曲折的步道穿梭于

城市的绿水青山之间，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绝佳的跑

步、散步空间，还让健身与休闲完美融合；其次为“户

外运动场地”，占比为24.2%，无论是篮球场上的热血

对抗、足球场上的激情驰骋，还是羽毛球场上的轻盈

跳跃，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舞台；各地政府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加大了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新建和

改造了一批体育场馆、健身路径和社区运动中心。这

些设施的完善，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健身条件，有效

促进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群众健身意识的提升离不开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活动赛事氛围的营造和群众科学健身指导的身

边化程度。2024年浙江体育场地设施供给大幅增加，

截至2024年底，浙江共有体育场地24.40万个，场地总

面积2.1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7平方米；

全省新建体育公园等省级基层体育场地设施1540

个，县（市、区）“一场两馆”建设覆盖率达61.1%；省级

全民健身中心65个、中心村全民健身广场（体育休闲

公园）1183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1825个。

2024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向公众

开放亚运公共体育场馆，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10

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200处”列入年度十大民生实

事项目中的文化体育方面。亚运公共体育场馆通过

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重点培育全民健身、体育培

训、竞赛表演等业态，科学制定向公众开放方案，

引入第三方开展专

业化运营，着力补足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场馆设施环

境，全方位提升亚运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2024年

浙江27家亚运公共体育场馆年平均开放天数达

349.85天，举办810场次赛事活动，共满足1332.97万人

次日常健身，满足了广大群众多样化、丰富化、品质

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享受到更加丰富多元的公共体

育服务。各级体育部门大力开展基层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形成政府、部门、社会力量相互衔接的体育场

地设施“运、管、维”工作格局。

赛事活动方面，2024年，浙江全省举办、承办各

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万余场次，带动群众参与500

万人次以上。近3年举办科学健身大讲堂3300余场

次，惠及群众400余人次；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纳入

志愿者服务体系，2024年“浙里健身”平台注册登记

社会体育指导员16.87万名，累计履职251.8万次，服

务546万人次，为群众科学健身保驾护航。

“从调查结果看，体育活动成为群众消费新热点。”

浙江省体育局群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政府对公

共体育设施的投入持续加大，群众到公共体育场馆锻

炼的人数持续增加，全省体育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不断提升。浙江省每年举办的品牌赛事活动增多，吸引

了更多人关注，逐步带动关联性消费。调查结果显示，

2024年全省人均体育消费达到3254.42元，较2023年增

加了5.32个百分点，全民健身与健康生活方式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健康浙江蓬勃发

展，全民健身活力无限，‘体

育让生活更美好’在浙江

成为现实。”

1300余名跑友绽放“她力量”

让运动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力引擎”

中国职工气排球裁判员培训班开班

健身快车

“手腕发力要稳，

彩带才能画出饱满圆

弧。”3月的武汉春风拂面，

来自青山区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吴银平、吴卫国正在示范“8字

绕环”基础技法。当天，2025年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暨湖北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公益行（青山站）举行。

活动现场，柔力球、彩带龙、太极拳、

广场舞、广播体操五大类展演项目轮番登

场，600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以精湛技艺点

燃全场。之后，他们化身健身教练，为群众现

场教学。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023年全国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武汉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副教授陈东手把手纠正柔力球持拍角度，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世界太极拳冠军、武汉理工

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易鹏，为群众讲解太极拳“虚

实转换”要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024年

全国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湖北省健身舞协会

副会长李慧娟讲解广场舞分解动作，吸引市民

同步跟练，武汉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啦

啦操国际裁判、广播体操高级裁判、教练员曹琪通过

四拍口令带领群众体验“吸腿跳接V字步”……专业

的健身指导让现场群众收获满满。

本次志愿活动以“普及全民健身，缔造幸福生

活”为主题，通过展演教学指导互动一体推进，将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还吸纳了

部分街道社区新晋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通过“省

级专家带骨干、市区骨干带群众”的方式，进一步夯

实基层健身服务网。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用“省级统筹、市县落地、协

会协同”三级联动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

志愿服务矩阵。湖北省社体中心统筹全省17个市州

资源，联动全省24个市县体育行政部门及协会协同

发力，以公益教学+展演推广等形式，推动健身瑜伽、

腰鼓、体育舞蹈、广播体操、柔力球、健身气功、太极

拳等健身项目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截至目前，湖

北省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0余场次，发动社会体

育指导员1万余人次，直接参与群众近3万人，辐射带

动影响近百万人参与全民健身。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体育局主办，湖北省社会体

育管理中心、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青山区

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承办。据介绍，2025年，湖北

省19.5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将依托湖北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公益行、湖北省全民

健身大讲堂、湖北省全民健身巡回

展等3大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深入城乡基层、走进百姓身边，广泛开展

“订单式”健身服务，举办23场社会体育指导

员公益行、5场全民健身巡回展、17场全民健身

大讲堂，争取到2025年底，实现全省17个市州、103

个县全覆盖。

下图：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上图：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轧学超）

部国华 胡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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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联动聚合力 志愿服务“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