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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铜陵市围绕“体育强市”建设任

务指标，不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彰显铜陵体育特色，“体育强市”建设工作取得了积极

成效。 □记者江锐

池州市切实实施“全民健身、健康池州”战略，以体育强市建设为目标，用五大发

展理念统领体育事业发展，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体育队伍，用锲而不舍精神抓

好工作落实，努力推动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记者江锐

铜陵市：

彰显铜都特色
搭建宣传平台

铜陵市将体育法治和普法宣传教育

工作纳入部门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加以推

进，确定专门科室（行政许可科）负责和推

进此项工作；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同时，

聘请了专业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开展了游

泳项目的安全大检查和体育执法工作。

明确了负责体育宣传工作的具体科

室和单位，确定了专兼职信息员，负责信

息的采编、发布和宣传。与有关媒体合

作，在铜陵市广播电视台和铜陵日报社

开设《铜陵体育》每周电视专栏和每月报

纸专版，大力宣传体育工作以及省运会

备战训练、比赛情况。今年已经播出30

期《铜陵体育》电视专栏节目、刊发 8 期

《铜陵体育》报纸专版。同时，在《铜都晨

刊》的《全民健身，快乐生活》专栏中体育

宣传报道 100 余篇次。同时，加强局门

户网站建设，充分发挥体育活动多、赛事

多的优势，搭建体育宣传平台，利用体育

门户网站、微信、微博、QQ群等开展体育

宣传。积极开展和参加好新闻评选工

作，进一步扩大铜陵体育工作影响力。

铜陵市高度重视体育文化建设，依

托“铜都健身大舞台、铜陵悦动（互联

网+体育）、美丽乡村健身展示、元旦迎

春健步走、春节全民健身大拜年、青少

年春季远足健身游”等品牌活动为载

体，大力开展体育文化品牌创建；进一

步加强体育文化的组织建设、制度建

设、阵地建设等工作，正在筹建“铜陵体

育荣誉室”，大力提升铜陵体育文化的

影响力，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突出品牌，加强宣传

池州市：

突出品牌引领
强化体教结合

打造“铜都健身大舞台”活动品牌，

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元旦迎春

健步走、春节全民健身大拜年、6 月 10

日纪念毛主席题词健身展示、8 月 8 日

庆祝全民健身日暨广场舞海选赛等市

级重大全民健身活动，保持全市全民健

身的高涨热情。有序推进“铜陵悦动

（互联网+）”全民健身品牌系列活动，全

市共有 3000 余名健身爱好者常年参

与，推动群众健身走向主动化、兴趣化

和生活化。指导县区和协会举办各类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350 余场次，其中百

人以上活动100余场次，参与人数20余

万人次。

全市市级单项体育协会达32个，正

在筹备成立长跑、啦啦操、气排球市级

单项体育协会，指导县区成立体育协会

4 个，增加会员约 1400 余人；积极推进

全市乡镇筹备成立体育总会乡镇分会

和各县区全民健身志愿者服务队伍。

铜陵市公共体育场馆能够按照免费

低收费开放要求，出台了《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开放方案》，并在局门户网站公示

开放时间、项目、收费标准和支出成本

等。结合“元旦、春节、6 月 10 日、8 月 8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免费低收费开

放力度，仅今年开放人群就达到20余万

人次，有力地保障群众健身需要。

铜陵市城区已建有体育馆、体育

场、标准游泳馆、综合型多功能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目前，正着力打造铜陵

市西湖湿地生态体育公园，前期已完

成体育馆、体育场、健身步道、自行车

道等场地建设，正在开展其他户外体

育设施的规划设计、立项等工作。届

时 ，该 市 市 级“ 五 个 一 ”拥 有 率 将 达

100%。坚持城乡统筹，大力开展乡镇

全民健身广场、全民健身苑（路径）、社

区体育俱乐部、示范晨晚练点、绿道

（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着力推进行政村、社区公共体育设

施全覆盖。

铜都健身，彰显特色
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一是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着眼全国

绿色运动健身大赛的转型升级，积极与

省体育局对接，编排年度赛事项目，抓

紧抓好第八届中国池州绿色运动健身

大赛的筹备工作。持续推进池州国际

马拉松的赛事筹备，与赛事运营公司进

行对接谋划，制订出台今年赛事筹备工

作总体方案。主动搭建赛事平台，市、

县两级先后举办以“全民健身促健康，

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纪念毛泽东

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

词发表 66 周年系列活动、“健康中国

行-科学健身”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暨庆祝第十个“全民健身日”池州市全

民健身展示活动、“大美池州”全国职工

健步走大赛等 60 多场群众体育赛事活

动，千人以上赛事活动 10 次以上，直接

参与人数达 26000 人。不断完善丰富

业余赛事体系，组织开展了篮球、足球、

羽毛球、校园足球等项目的业余联赛。

注重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指导

池州市健身健美协会、乒乓球协会、太极

拳协会、羽毛球协会等部分协会进行了

换届。推动各协会广泛组织开展各项活

动，上半年市级协会开展篮球、足球、健

身气功等赛事活动 30 余次。积极开展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市监测中心组织开

展“五进”活动6次，举办全民健身科学大

讲堂2次，完成监测人数1300余人。深

入组织开展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年度培

训工作。市及县区先后开展了6期二级、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培训社会

体育指导员400余人次。大力开展健身

气功推广普及工作。组织了池州市健身

气功站点联赛暨第三届健身气功交流展

示大赛；举办了2018年全国百城千村健

身气功交流展示安徽池州分会场活动，

县区联动，共有1500名运动员参与了展

示；承办了2期中国健身气功名家大讲堂

和1期安徽省健身气功气舞交流比赛暨

精英选拔赛。

主动搭建赛事平台

夯实竞技体育根基
着力夯实竞技体育根基。一是青少

年体育训练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市级体

校开展了田径、拳击、足球等8个省优秀

运动队项目，注册运动员52人。市级传

统项目学校创建工作正在开展。创建市

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个，为贵池区人民

路小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二是青少年

体育竞赛体系覆盖率稳中有升。该市部

分县（区）开展了青少年足球、乒乓球等

项目的联赛。市本级举办了 2018 年池

州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举

办了安徽省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

大会池州分会场活动，设置了五人制足

球、三人制篮球、高空断桥（体验项目）等

8 个项目，100 余名学生参加了该项活

动。组队参加了安徽省小学、初中、高中

校园足球联赛。三是青少年运动员实现

义务教育全覆盖。池州体育运动学校于

2008年并入池州市职业教育中心（保留

池州体育运动学校名称），将全市公办体

校教学管理、教师配备、教师培训均纳入

教育部门管理，青少年运动员接受义务

教育覆盖率达100%。

扎实推进体育产业发展。出台了

《关于申报兑现池州市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 促进体育消费专项奖励资金的实施

细则》，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积

极做好省级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的申报

工作，抓好政策宣传引导和申报指导、

服务工作，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指导

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创建体育旅游基地，

并向省局进行了申报。

“铜都健身大舞台”是铜陵的品牌活动 全国绿色运动健身大赛已成为传统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