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江锐

近日，在芜湖市召开的2015年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太和县体育学校等6个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
“他们的交流发言各有特色，具有代表性，值得学习。”省体育局局长冯潮给予了高度评价：“太和县体育学校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反映了县委、县

政府重视青少年体育，将体育学校纳入教育序列，给予了充分保障；马鞍山市扎实抓好竞赛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领导重视、部门配合、经费保障、学校参
与；蚌埠市把青少年体育训练作为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即建设好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三支队伍；省武拳中心针对去年省运会如何提高办赛质量，
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精心的组织赛事，要让青少年参加体育竞赛可以获得公平公正价值观教育；郎溪桑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独立法人单位，这是我们
要积极倡导的一种形式，如果我省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都能像他们这样开展活动，将会吸引更多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芜湖市在构建青少年体育工作格
局方面有新意。我们经常说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但是芜湖市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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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坚持用发展经济的理

念发展体育事业，用现代企业的模式发展

体育产业，转变政府职能和体育发展方

式，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兴办体

育，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体育需求，基本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化运作、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青少年体育发展’格

局。”芜湖市体育局副局长黄书农表示。

黄书农介绍，为提升体育竞技水

平，芜湖市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撤销市

体育部门原下属的6个二级机构，成立

芜湖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由于芜湖市

青少年体校现有在编教职员工只有45

名，开展22个体育大项的业余训练，其

师资力量明显不足，这为体教结合和社

会力量的融入提供了广阔空间。芜湖

市体校与中小学合作“市队校办”效应

凸显，与高等院校结合，拓宽了青少年

运动员的出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民

间资本融入青少年体育，一是“队企联

姻”，二是民间力量投资体育，开展青少

年体育训练（培训）。

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工作

多措并举抓特色，整合资源成合力

太和县体育学校：
深化体教结合，加强体校建设

“目前学校有16个教学班，在

校学生 870 余人，文化课教师 76

人，体育教练员14名，以初中教学

为主。成立了田径、柔道、摔跤、跆

拳道、拳击、武术散打、武术套路、篮

球、乒乓球等 12个专项体育训练

队，在训运动员200余人。”太和县

体育学校副校长蒋祥用介绍道。

蒋祥用表示，太和县体育学校

的创办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投资1个亿，建成了56000

平方米的体育学校，学校拥有11个

运动训练场馆，训练场馆面积近

5000 平方米，纳入太和县教育序

列，文化教师和体育教练都由财政

供给，县教育局、体育局联合发文要

求各乡镇每年都要推荐10名优秀

的苗子上体育学校。

办学伊始，太和县体育学校做

出了科学的办学规划，确立了“学训

并重、文体双赢”的发展道路和“文

化立校、体育亮校”的办学宗旨，提

出了“文化教育全县领先、体育方面

打造全省高水平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训练基地”的办学目标。几年来，

不断探索体教结合模式，坚持走学

训并重、文体双赢的道路。2013

年、2014年学校向优秀运动队、省

体校输送了几十名优秀体育人才。

马鞍山市体育局：
扎实抓好竞赛，培养输送人才

马鞍山市体育局局长童德山介

绍：“自2000年以来，我们立足于培

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战略高度，

每年都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田径、

游泳、篮球、武术、乒乓球、羽毛球、

广播操、体育舞蹈等14项比赛，年

参赛学生在1万人次以上。从2008

年开始，举办了五届全市大学生运

动会，设有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登

山、象棋、拔河等6项比赛。从2012

年开始，围绕‘四迎’（迎六一、迎国

庆、迎元旦、迎新年）及寒暑假等重

要时间节点，组织举办全市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乒乓球、羽毛球、击剑、

围棋、武术、足球等比赛，受到了广

大学生家长的广泛赞誉。”

“在组织开展全市青少年体育

竞赛活动中，从马鞍山实际出发，我

们逐步形成了一些主要做法。首先

是抓部门配合。做好青少年体育比

赛，主体在学校，必须依靠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另外，还要

抓经费投入、抓业务培训、抓竞赛组

织和抓赛事宣传。”童德山说。

“时隔29年，蚌埠将又一次承办省

运会。为此，我们在抓好硬件设施建设

的同时，将更加注重体育后备人才的选

拔和培养，不断加大输送力度。我们将

抓紧落实省运会项目的布局，迅速制定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工作方案，培养一

批懂运动训练管理的干部队伍和懂竞

赛的裁判员队伍，引进和培育一批优秀

教练员，加大青少年体育人才选拔和培

养力度，狠抓训练管理，严格科学训练，

整体提升管理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三

支队伍’水平。”蚌埠市体育局副局长周

青山表示。

周青山介绍，“这两三个周期内，蚌

埠市下面区、县的运动员越来越少，很

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训练工作的底盘

小、尖子运动员少的特征。本周期内，

我们将在参加省十四运会奖励办法中

体现区、县参加省运会的作用，进一步

调动区、县参加省运会的积极性，也积

极探索区、县‘市队校办、市队县办’的

模式，来提高我们的整体实力。”

“经过上一周期的努力，我们初步

形成了严谨、规范的竞赛程序，公开、公

平、公正的竞赛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比

赛的良性竞争，调动了广大基层教练员

的积极性，发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后

备苗子。”省武术拳击中心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李贵宝表示。

李贵宝介绍：“在上个周期伊始，我

们就制定了两年一次的教练员、裁判员

培训制度和教练员不参加培训不得报

名参赛的规定。举办了中心所属武术

套路、武术散打、拳击、跆拳道四个项目

各两次的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特别

是省十三运会教练员、裁判员岗前培训

班，有131名教练员和218名裁判员参

加了培训。多年来，我们中心对裁判员

一直有着一套严格而完善的管理制度，

在赛区禁止裁判员与运动队单独接触，

上交手机，切断通讯联系。赛中把握好

四个环节：称重对人对单，教练监称，对

阵双方运动员同时称重；抽签：采用乒

乓球抽签；裁判员使用：实行当地裁判

回避、有利害关系的回避、关系好的回

避、关系差的回避；临场纠错：对于临场

裁判出现的错判、漏判、误判在规则许

可的范围内建立临场纠错机制。”

据郎溪县桑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负责人夏慧琴介绍：“我们俱乐部于

2012 年 8月正式挂牌成立，是独立的

法人单位，隶属郎溪县教体局管辖。俱

乐部依托郎溪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开展艺体综合项目培训和体育竞赛活

动。俱乐部开设的培训和活动项目有：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跆拳道、武

术、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田径、游泳、

体育舞蹈（拉丁舞、街舞、爵士舞、地板

舞）和美术、书法、钢琴、电子琴以及青

少年户外拓展（开设攀岩、高空六面

体、毕业墙等 36 个科目）等项目。同

时，郎溪县国民体质监测站也入驻俱乐

部。自俱乐部成立以来，每年参加培训

的会员约3500余人次，全年免费开放

接待青少年4万余人次。”

“我们认为要坚持公益性为原则，以

培养兴趣、发展特色为立足点。近年来，

俱乐部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和艰辛的付

出，目前俱乐部已开设了16个大项40余

个小项的培训项目，是集艺体教育、科技

教育、劳技教育、游戏娱乐为一体的校外

教育机构，培训人员辐射全县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受惠人数越来越多，得到上级

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夏慧琴说。

芜湖市体育局：
转变发展方式，构筑多元格局

郎溪县桑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追求特色发展，发挥公益职能

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
狠抓竞赛管理，促进良性竞争

蚌埠市体育局：
利用省运契机，实施育人行动

芜湖市校园足球联赛

太和县体育学校

马鞍山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

蚌埠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式

省十三运会跆拳道比赛

郎溪县桑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少年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