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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涛：服务基层的“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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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本报记者 轧学超

近年来，宁夏银川积极推进体卫融

合，以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测定员为基

础，通过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志愿服务活

动，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该活动自

2018年开展以来，已成为当地全民健身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几年间，银川国民体质监测志

愿服务活动每年开展10次，服务对象涵

盖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社区居民以及

公园里的普通市民。志愿服务活动依托

于配有幼儿、成年人和老年人三个年龄

段共27项国标体质监测仪器，以及亚健

康检测设备和力量训练设备的银川市

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展开。

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划分了

体质测定室、亚健康监测室、报告解读

室、科学健身指导及科普宣教等5个区

域。根据监测结果，为市民提供科学健

身指导，帮助市民了解自身体质状况并

制定个性化健身计划，不仅增强了市民

的健身意识和能力，也为政府制定健康

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连续7年，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中

心深入全市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体

育公园等地开展国民体质监测。随着工

作的持续推进，参与体质监测的人数逐

年攀升，从最初每年300人次增加到如

今每年1000人次以上，累计开具运动处

方6000余份。

为进一步推广科学健身理念，当地

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结合

全民健身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健

康知识大讲堂和户外公益性科学健身

讲座，邀请专家指导市民科学健身。

2021年，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还自

筹资金采购国民体质监测一体机，市民

可在测定员指导下，凭借“运动处方”利

用体育中心场馆的设施开展健身活动。

此外，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坚持每

周工作日免费对外开放，并发放《银川

市全民健身条例》进行科普宣传，累计

发放2000份。

去年5月，银川市国民体质监测中

心新增人体成分、骨密度测试仪和力量

训练设备等健康评测设备，进一步完善

了服务内容。同时，对5公里以内的社区

人员、常态化锻炼人群和健步走协会人

员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定期复测部分老

年人，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提供了有力

支持。

在体卫融合的探索中，银川市国民

体质监测中心积极推动体育和卫生健

康部门协同合作，与医院联合打造运动

康复诊室和“全民健身益站”，实施“银

川市运动康复师培养计划”，形成了体

医融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新模式。

通过开展运动康复指导公益课堂活动，

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冯 蕾

集科学健身指导、体育用品捐

赠、现场交流互动、全民健身展演、有

奖知识问答以及群众意见收集于一

体的综合性“赛会”———湖北省全民

健身“赶集会”志愿服务活动，以“六

位一体”的模式，丰富了活动的内涵，

提升了影响力和吸引力。

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志愿

服务活动是在基层体育活动的基础

上创新建立的一项省级全民健身品

牌活动，目前已成为推动全省体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项活动由湖北

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与湖北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共同发起并实施，自

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三年，共计12

场，覆盖了全省多个市州，为基层群

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健身盛宴。

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湖北

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与湖北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精心策划，广泛动

员。从体育冠军到社会体育指导员，

再到社会体育项目教练员，他们共同

构成了这支强大的志愿者队伍，不仅

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怀揣着对

体育事业的热爱，将科学的健身理念

和方法带到群众身边。

“赶集会”活动现场，10个体育项

目教学区错落有致，每个教学区都配

备了专业老师和一定数量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他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提

供一对一的指导，让群众在短时间内

就能掌握简单易学且有针对性的健

身技能。同时，全民健身展演环节更

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通过舞台展示

的形式，群众不仅能够欣赏到精彩的

体育节目，还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到更多的健身知识。

经过三年，“赶集会”活动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赶集会”活动推广了28

个体育项目，还选派了123名教师和

1500余名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志愿者参与其中。累计展演体育节目

144个，现场观众更是达到了5万余人

次。这些数据彰显了活动的规模和影

响力，体现了其对全民健身事业的积

极推动作用。同时，“赶集会”活动还

打造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五个平

台”，即健身知识的宣传平台、群众体

育的普及平台、民族体育的推广平

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实践平台以及

基层体育发展成果的展示平台。这些

平台的建立，为湖北省全民健身事业

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经过积累沉淀与创新发

展，“赶集会”已成为湖北省独具特色

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活动，被广

大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誉为“科学健

身的风向标、志愿服务的助推器、创

新项目的展览会”。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熊涛，多年来在全民健身领域无私奉

献，全身心投入到健身培训和志愿服务工作中。熊涛还身兼数职，不

仅是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术协会副主席、

克拉玛依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

自2005年起，熊涛便组织和参与各类培训活动，被群众亲切地称

为“劳模”。每年，他都会组织3场大型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培训活动，

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项目站点负责人开展8场培训，年指导

培训人数超2100人，涉及武术、健身气功等多个项目。

在专业领域，熊涛不断深耕。在指导健身时，他会根据群众的年

龄、体质和健身需求，将复杂的功法原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大家。

2021年，在克拉玛依市健身气功·八段锦交流大赛上，他为300多名爱

好者进行套路展示，并详细讲解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赢得了现场一

致好评。

熊涛还积极推动“武术进校园”活动，在克拉玛依市的五所中小

学开展传统校本课程，组建武术社团、舞狮社团等，共有800名学生参

与。他将青少年武术表演融入学校的各类活动中，让中华传统文化在

校园中焕发生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熊涛也非常关注健身服务。依托自身资源，他

创新组织了“克拉玛依市体育达人网络视频大赛”，吸引了160余名爱

好者参赛，累计访问量达312680次，投票数151238票，带动直播课训

练2700人次，微信群健身打卡1200人次。众多居家训练短视频作品脱

颖而出，其中70余件还参展新疆第四季“云健身运动汇”。

凭借扎实的工作，熊涛荣获多项荣誉，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

人、2021年社会体育指导员优秀教练员、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赛

事三等奖等。熊涛表示，未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积极推动全民健身，

弘扬武术文化，让更多人通过运动收获健康。

本报记者 顾 宁

作为太极拳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贵阳市红林社区文体站站

长，吴剑长期在基层体育指导岗位上默默耕耘与无私奉献，不仅提升

了社区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也为和谐社区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吴剑曾担任过武术教练、体育教师，拥有丰富的体育教学与指导

经验。在工作中，他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展现出多才多艺、讲求实效、

乐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方面，吴剑从不松懈，自

1999年起，他三次参加体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并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8年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三级、二级、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吴剑对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工作充满热忱，且成绩斐然。早在1992

年，他在贵阳143厂技校担任体育教师时，就利用业余时间举办公益少

年武术班，连续5年坚持每天下午放学后组织指导少年儿童进行武术健

身运动。1997年，调任143厂离退休办文体专干的他，积极组织离退休职

工开展门球、太极、健身球等体育健身活动，每天都带领大家进行晨练。

2001年，吴剑开始负责红林社区文体工作并担任文体站站长。他

积极组建社区文体健身队伍，先后成立了老年门球队、秧歌队、太极

队、乒乓球队、健身球队、腰鼓队、舞龙队等10余支队伍。同时，注重培

养文体队伍骨干，每年选派人员参加上级体育部门举办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

在吴剑的带领下，红林社区的体育健身活动丰富多彩。他坚持每

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科学健康的太极、门球、健身球、乒乓球、健身

舞等活动，如今社区每天参加晨、晚练的居民达300余人。他还十数年

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对社区居民进行太极、健身气功等晨练指导，

每年指导居民晨晚练活动至少300天（次）。此外，他每年还面向社区

离退休职工及居民举办新健身项目免费教学培训，调动了居民参与

全民健身运动的积极性。

在各类体育赛事和展示活动中，吴剑经常组织带领社区文体健

身队伍参赛，且屡获佳绩。他个人也先后荣获2008年贵州省国防工业

系统老年人体育协会先进个人、2009年贵州省老年人体育工作优秀

辅导员等称号。

本报记者 顾 宁

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自

2012年成立以来，大力发展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推动社会体育指导

员“双证上岗”方式，首创建立“体育

类志愿者队伍”作为社会体育指导

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目前在协会

注册的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超

过5.3万人，分布在深圳75个街道688

个社区的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

站点。

据了解，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深圳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协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

提升全市各个站点上岗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深圳市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大力推动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技术等级培训、上岗培

训、继续教育培训。2013年和2015年，

协会先后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签约，联合深圳高

等职业院校，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式、

多维度相结合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基地。这些基地具有专业师资队

伍、专业场地设施、针对性课程项目、

社会体育活动调研功能。

为了满足居民下楼就能找到服

务点、出门就能得到专业健身辅导的

需求，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

动市、各区、街道、社区进行服务站点

的网格化建设以完善社会体育指导

员站点网络。协会采用了“市级引领、

市区联动”的方式，在积极完成市级

单位委托项目的同时，为各区、街道、

社区提供示范性服务，引领区级、街

道站点规范开展上岗活动。

在开展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服

务活动的同时，建立“体育有约”活动

品牌。2024年，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组织体育公益活动已经超过

7456场。其中，4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能大赛活动，37场“科学健身大讲堂”

活动，95场市民体质管理活动，320场

科学健身技能指导活动，7000场基层

公益指导活动……这些体育公益活

动，地点覆盖全市各区，有力助推了

深圳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本报记者 冯 蕾

近年来，湖南省浏阳市篮球协会（以下

简称“浏阳篮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篮球

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创新，开创了浏阳篮球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浏阳市民绘就

了一幅“全民打球、全民看球、全民评球、全

民爱球、全民追球”的幸福生活新图景。

浏阳篮协在推进篮球事业发展的过程

中，始终注重“实体化、规范化、专业化、市

场化”建设，通过不断优化内部治理体系，

构建了涵盖裁委会、教委会、竞赛部、青少

部、市场推广部等部门的完整架构，并建立

了覆盖全市乡镇的分会网络，这种全方位、

多层次的建设，为浏阳篮球事业的持续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浏阳篮协在赛事体系上的创新，无疑

为浏阳篮球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创新举办了“全域、全民、全时、全赛

制”的浏阳全BA篮球赛，这一赛事体系涵

盖了多种类型的篮球比赛，从新年杯到湖

南省小篮球联赛，从追梦少年到全民健身

运动会篮球赛，再到三对三、机关运动会篮

球赛以及乡镇（街道）篮球预赛和总决赛

等，年均举办场次达到2000余场。通过这一

赛事体系，浏阳篮协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

同水平篮球爱好者的需求，还成功地将篮

球运动与烟花燃放、夜市经济、乡村旅游、

特色餐饮及地方特产销售等深度融合，构

建了多元发展的体育产业链。这一创新举

措吸引了超过百万人次现场参与或观看比

赛，引起了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

争相报道，浏阳全BA话题更是登上了热

搜，点击量超过3000万次。这一赛事的成功

举办，不仅提升了浏阳篮球的知名度，更为

浏阳篮球事业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青少年是篮球运动的未来和希望。浏阳

篮协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建立了完善的青

少年篮球培训体系，并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

青少年篮球赛事。这些赛事为青少年球员提

供了展示自我、锻炼成长的舞台和机会。目

前，浏阳市在籍青少年篮球学员已突破六千

大关，年培训量更是高达两万余人次。这些

青少年球员在浏阳篮协的精心培养下，不仅

球技得到了显著提升，也为省市知名中学输

送了大量优秀的篮球人才，为浏阳篮球运动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的篮球后备人才。

体质监测探索体卫融合新模式

全民健身来“赶集” 科学健身新玩法

吴剑：用体育之光点亮和谐社区

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提升专业技能 完善服务网络
浏阳市篮球协会

打造篮球发展“全”字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