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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工作

谋发展 重改革 抓落实 求突破

省十三运会青少部击剑比赛

全省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三人制篮球比赛
第七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

青少年体育工作是一项周期

长、见效慢、公益色彩鲜明的民生事

业，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宽领域，需

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系统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今

年，省体育局将全面总结、评估“十

二五”以来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启

动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

编制工作。大力推进青少年体育立

法工作，积极开展我省青少年体育

工作条例的调研和起草，争取尽早

出台《条例》，保障青少年体育权利。

加强合作，全面深化“体教结
合”。“体教结合”是青少年体育工作

的必由之路。要继续推进“体教结

合”工作，主动贴近教育部门，加强

相互间的沟通与协调，完善工作运

行机制。一是要扩大青少年体育组

织规模，改变“倒金字塔”结构；二是

要加强青少年体育组织规范管理，

充分激发内在活力；三是要筹建全

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逐步实施管

办分离；四是要精心打造全省青少

年体育活动特色品牌，今年省体育

局将举办全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暨俱乐部运动会，协助抓好新形势

下的校园足球工作。今年，省体育

局将首次尝试开展青少年校外体育

活动试点工作，选择一些市开展试

点，利用课外时间、周末或者暑假，

对青少年组织开展课外体育培训，

普及运动技能，培训项目暂定为游

泳、乒乓球、篮球3个项目。

加强督导，狠抓运动员文化教
育。今年，省体育局将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全省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专

项督导，重点督导合肥、阜阳、安庆、

淮北等市自办运动员文化教育的体

校文化教育工作是否纳入教育部门

管理，督导各市落实伙食补助、服装

补助等相关规定情况。继续推行赛

前运动员文化测试，运动员参赛资

格将与文化测试成绩挂钩，文化测

试成绩不合格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

省比赛。

夯实基础，切实加强后备人才
培养。以后备人才“基地”为示范，

以公办体校建设为抓手，以青少年

体育竞赛改革为杠杆，着力提高基

层青少年训练科学化水平，切实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一是以评

促建，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

设，继续加强对8所国家级综合“基

地”的指导和检查，对8所省级综合

“基地”开展中期检查和训练质量评

估，新命名一批省级单项基地；二是

进一步强化对各级体校的分类指

导，引导各级各类体校在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发展”的育人宗旨，做到“读训

并重”；三是统筹谋划青少年体育竞

赛改革。增加竞赛次数，推动办赛

主体和参赛主体的多元化，用创新

的观念推动青少年体育竞赛改革，

夯实基础，扩大全省青少年体育训

练底盘。今年，篮球、乒乓球、网球

项目比赛已经初步确定移交给相关

单项协会承办。

突出实效，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今年省体育局将启动全省青

少年训练教练员轮训工作，计划对

300名教练员进行科学训练专项培

训，并指导各中心开展各项目教练员

培训。继续开展教练员论文征集和

评选、“体育科技下基层”等活动。继

续联合省教育厅联合培养传校、特校

的体育教师，培训150名骨干教师。

加强宣传，积极营造青少年体育
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宣传

意识，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加强青少

年体育工作的宣传。要采用多种方

式与途径，进一步加强与媒体的联

系、沟通与合作，充分挖掘青少年体

育工作题材，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

省十三运会是迄今为止我省举办的项

目设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赛区分布最广、

赛期跨度最长、赛风赛纪最好、反兴奋剂工

作最严的一届省运会，累计参赛规模达

13000余人，整个赛期长达半年，赛风赛纪

良好，充分发挥了省运会的综合效益和多元

社会功能，达到了“六个一流”的办赛目标。

省十三运会紧紧围绕发现培养优秀后

备人才的根本目的，科学制定竞赛办法，促

进后备人才发现培养，省十三运会周期全省

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达18491人，再创历

史新高。省运会期间青少部和高校部赛事

安排合理、有序，精彩不断。竞赛组织管理

工作实现了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单项竞

委会作用得到了凸显。省体育局高度重视

省运会赛风赛纪工作，实施了反兴奋剂资格

准入。一是层层落实责任；二是完善管理制

度；三是运动员资审从源头抓起；四是严把

裁判选调关；五是首次实施省运会反兴奋剂

教育资格准入制度。

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圆满完成省运会竞赛组织工作

近日，市场星报记者从在芜湖市召开的2015年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4年，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者群策群力、开拓进取，着力提高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加
快构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2015年，将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新常态下
我省青少年体育发展模式，科学有序地推进我省青少年体育改革创新。

李薇 记者 江锐

精心谋划、群策群力
切实抓好今年重点工作落实

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稳步发展，从增加

数量、创新形式、加强监管、加大扶持等方面

着手，扩大青少年体育组织规模，激发其内

在的动力与活力，稳步推进青少年体育组织

建设。

青少年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在舒城县万

佛湖举办全省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

大会，200余名运动员共享青少年体育盛

会。与六安市政府共同承办第七届中韩青

少年体育交流活动，两国近200名 14～16

岁的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切磋技艺、在文化

交流中共叙友谊。在合肥、芜湖、蚌埠、淮

南、淮北、亳州、池州7个市的219所中小学

推广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青少年体育队

伍建设突出实效，举办了体育教师、校园足

球指导员、校园足球裁判员、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管理人员培训班，重点突出专项培训，

强化技能培养。

转变职能、提高效能
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督促、指导各市认真贯彻国办发23号

文件，理顺公办体校管理体制，落实“四个纳

入”要求，逐步解决体校文化课教师缺口问

题。努力加强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

设和管理。对8所国家级“基地”开展青少

年科学训练指导和训练质量检查，新命名了

合肥市业余体校等8所体校为“安徽省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2014-2017）”，创新单

项基地管理模式，启动新一轮单项基地认定

工作。淮北市体育中学被国家体育总局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命名为“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2014-2017年）”。联合省教育厅共

同下发《2014年度全省青少年体育比赛计

划》，举办了19项青少年体育年度比赛。

完善体制、创新机制
全面优化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2014年工作回眸

2015年工作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