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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徽省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日前在肥召开

好成绩要保持好经验要交流
2012年，我省获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突出成绩单位表彰，按照

综合考评得分排序位列中部第一、华东第二、全国第四。这是非常棒

的成绩。日前，在2013年安徽省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副

省长、省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主任谢广祥对我省全民健身工作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成绩和压力面前，那些做得好的厅局单位和地市，又有怎样的

想法呢？经过记者采访发现，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就是把各自的“秘

籍”拿出来分享，互相学习、监督提高，一起推动我省全民健身工作再

上新的台阶。 孙同瑞 记者 张华玮

省发改委：
积极支持贫困地区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相似的地方，我就不介绍了。”省发改委副主

任余群说，“我们结合全省美好乡村建设，在研究

判定美好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时，通过规划和政策

引导，有力推进全省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将乡村全

民健身内容纳入到《实施美好乡村的意见》中。”

据介绍，“十一五”以来，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

下，全省共建设2955个农民体育健身项目，项目

遍及全省乡村，很多农民健身工程与农村学校体

育场馆互为补充，发挥效用，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学

校师生的好评。

余群对记者说：“2013年，我们将积极上报国

家发改委，对我省皖北地区和大别山革命老区等

经济贫困区的县级体育场地建设给予1000万元

的支持。并会同省体育局制定和完善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使用和对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

度。”

省直机关工委：
以丰富多彩的赛事
带动健身积极性

“举办各类体育健身赛事，能让广大干部职工

通过直观的体验，带动平日里健身锻炼的积极

性。”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德成对记者说，“不同

的人会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赛事活动越丰富，越能

调动大家的参与积极性。”

据悉，省直机关工委制定了“全民健身11336

行动计划”，即单位领导班子每年研究一次全民健

身工作、有一处健身场地、职工每人每周参加三次

以上健身活动、每次三十分钟以上、单位全年自办

或组织干部职工参加联合会举办的健身赛事活动

六次以上，并严格依照实施。

“3月举办省直机关围棋邀请赛，4月举办第

六届万佛湖健身走活动和乒乓球锦标赛，5月举办

省直机关健身气功培训班，6月举办象棋比赛，7

月举办篮球比赛，8月举办省直机关健身知识讲

座、健身秧歌培训班，9月举办羽毛球比赛，10月

举办网球比赛和钓鱼比赛，11月举办扑克牌八十

分比赛，12月举办桥牌比赛，真正做到月月有赛

事，吸引更多的干部职工参加体育锻炼和健身活

动。”郭德成细数今年的赛事安排。

省教育厅：让体育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

曾几何时，体育课同美术、音乐

课等一样，被诸多老师和家长认为是

“辅助课时”，是可以随时被“砍掉”、

“借用”的课时，但现在不一样了。省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春告诉记者：

“现在学生有体育课，肯定要上，没有

体育课的当天，学校也会在下午课后

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并把活动纳入课

程计划，这已经在全省普遍实行。”

“2009年起，省教育厅就要求在

义务教育阶段，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

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

长。全面实施的初中毕业升学体育

考试制度，既有力地保证了体育课程

教学的规范化、制度化，又有效发挥

了在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方面的引

导作用，提高了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主动性，使青少年学

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不断好转。”江春

表示：“在各级教育部门年度目标考

核中，校园体育活动是重要考核指

标。”

滁州市：认真抓好
“一地一品”、“一老一少”

“市直机关趣味运动会、全椒‘正月十六

走太平’、天长‘茉莉花体育节’已被确定为

安徽省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我们还有凤阳花

鼓健身舞、定远回民健身活动、来安文体大舞

台等，区域内有影响的健身活动很多，正所谓

‘一地一品’，这就有了特色，能吸引共同兴

趣爱好的人，在一个地方聚集。”滁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李树发谈及该市的全民健身开

展，是非常自豪的。

“想要真正做到全民健身，就要抓好重点

人群带动。”李树发说，“一老一少，就是重点

人群，我们以老体协为抓手，市及八个县

（市、区）全部成立老体协，各地财政每年安

排5至10万元的工作经费。来安县目前是

全省唯一乡镇老体协全覆盖的县。老体协组

织开展各类比赛，既提高了老年人的身体素

质，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又促进了家庭和谐

稳定。”

“青少年体育工作方面，我们还在探索，

目前主要是自己举办市级比赛，以及积极组

队参与省级各类赛事活动，创建体育特色项

目学校。未来，还要在各级学校中，进一步扩

大健身队伍。”李树发说。

池州市：大力建设
民众就近方便的健身生活圈

“要想真正实现全民健身，首先要给民众

健身的地方和设施。”池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夏月星很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分市区、一级

社区、二级社区和乡镇、居住小区五个等级，

确定体育设施的规划配套项目与标准，并着

手规划兴建池州市体育中心，完成征地462

亩，先后投资1.3亿元和600万元建成市体育

馆和室外标准游泳池。”

“在加强主城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还要统筹规划县城区及农村体育设施建

设，并与学校、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益设施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夏月星说，“我们先后建

成环平天湖、环清溪河和环杏花村等5条特

色全民健身绿道，烟柳园、湿地公园等18个

健身广场……”

“我说了一堆数字，这听起来有些空洞，

但如果城区居民10至15分钟、农村居民30

分钟健身生活圈真正形成，离我市全民健身

的日子就不远了。”夏月星总结道。

亳州市：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的桥梁纽带作用

“全民健身的推行，仅仅依靠政

府主导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好的桥梁

和纽带，各类体育协会和社团，正好

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亳州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彭家法告诉记者，“到目前

为止，我市共有市级体育社团22个、

县级体育社团39个、乡镇级体育社团

30个，老年体协实现乡镇全覆盖，这

对全民健身理念的传播，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

说起亳州，自然会想到五禽戏。

据彭家法介绍，亳州市扎实开展了五

禽戏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进农村工作，成功举办了中国（亳

州）健身气功博览会暨华佗五禽戏养

生健身节，积极打造出了富有亳州特

色的全民健身品牌。

对于未来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

彭家法又一次重点强调了体育社团，

“我们将继续加强体育组织建设，强

化体育社团组织的管理、指导和服

务，今年，争取体育社团组织在全市

实现乡镇、社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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