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是宣城市推进体育强市建设工作

的第 4 年，也是关键之年，将认真贯彻落实全

省体育工作会议和全省体育局长会议精神，扎

实推进体育强市建设工作。

群众体育向活动聚焦。一是依托山水人

文优势，打造三月三全民健身登山比赛等城市

品牌赛事活动，有效推进“一市多品、一县一

品”建设。二是精心组织、广泛选拔队伍参加

省全民健身休闲大会、茉莉花全民健身展示大

赛等全省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三是加强体

育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单项体育

协会的辐射作用，建立和完善足球、篮球等 10

余项业余赛事体系，不断提升群众性体育活动

覆盖率和参与率。四是积极参加和举办各类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实现农村社会体育指

导员全覆盖。

竞技体育向人才聚焦。一是不断优化竞

技体育项目布局，巩固优势项目，培育新项目，

挖掘潜在项目，提高竞技体育整体竞争力。二

是加大运动员培养力度，积极推进马术等项目

“省队市办”工作，持续做好手球等项目“市队

校办”工作。三是加强教练员、裁判员队伍建

设，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举办和参加

各级各类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四是加强青

少年体育组织建设，全力支持宣城市体育运动

学校开展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争

创工作。

体育产业向品牌聚焦。一是抓好体育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级体育产业

扶持资金作用，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体育休闲、

体育健身市场，加大本土体育品牌培育力度。

二是以泾县查济油菜花马拉松、桃花潭龙舟

赛、宁国格兰枫度自行车等品牌赛事为引领，

推进“体育+”“+体育”，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壮

大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三是促进体育与旅游

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强与发改、财政、旅游、

文化等部门的合作，建立更有利于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积极推介“皖南川藏线”“徽杭古道”

等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体育设施向民生聚焦。一是加快市体育

中心建设步伐，力争2019年9月前完成新体校

搬迁工作，年底前市全民健身中心和市游泳馆

投入使用。二是加快构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完善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三是持

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

放，继续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体育设施免

费向社会开放工作。

宣城市

新的一年，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扶持体育产业和体育彩票做大做强，努力谱好

体育强省建设的滁州篇章！

当好全民健康的推动者，努力形成全民

健身新时尚。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群众体

育活动，举办群众体育赛事。继续开展各类人

群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群众体育健身组织，激

发群众体育健身热情，通过举办全市第三届全

民健身大会、第二届凤阳国际马拉松赛、第七

届茉莉花全民健身展示大赛、第二届全国美丽

乡村篮球赛等品牌赛事，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

动的载体和内容。

当好省十五运和省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的东道主，完善基础设施，释放省运红利。

比赛场馆和体育设施建设，是滁州市顺利举办

省十五运和省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基本

条件，更是营造全市体育文化氛围、推动全民

体育健身活动的载体。该市将在全面完成市

级“五个一”的基础上，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12

个体育公园。同时，大力推动县级和乡镇体育

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县级“五个一”全面达标，

乡镇“三个一”全面覆盖。

当好促进身心健康的守护者，引导学生

走向操场。围绕体卫艺常规教学、体育艺术

“2+1”、每天一小时活动、常见病和传染病防控

方面，加强学校专项视导。组织开展好田径、

手足篮排、游泳、体操、武术、乒羽等十个项目

的市县校三级联赛，激发体育兴趣，挖掘体育

潜能，提高身体素质，发现体育苗子。积极开

展青少年冬夏令营活动。

当好顽强拼搏的践行者，推动竞技体育

再创佳绩。今年是省运新周期的开局之年，按

照市队校办、市队县办、市队社团办的思路，继

续做强做大市体校，同时把项目布局到县市

区、学校和社会团体，每个县市区都有2～3个

省运会项目，实现省运会比赛项目全覆盖、参

赛县市区全覆盖。全力打造东方手球之都。

当好经济发展的服务者，推动体育产业

做大做强。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对相关产业的

带动作用，完善并落实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融

合发展，做好“体育+”“+体育”的大文章。体

育彩票在“提质、落实、创新”上下功夫。借助

足球亚洲杯等热门赛事，抓住超级大乐透玩法

新规则调整及浮动奖金特别规定改版的有利

契机，努力实现销量再提升，市场份额再赶超。

全面贯彻落实全省体育工作会议、全省

体育局长会议精神，努力实现体育创强质量、

效益双提升。

聚焦普及提高，力争全民健身体系更完备。

实施“全民健身、健康宿州”战略，加强乡镇（街

道）“三个一”体育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健身步

道建设，打造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承办举办至少 8 项省级以

上赛事活动、至少80项市级活动，每县区举办

活动 20 项以上。印发实施《宿州市社会体育

组织管理考评办法细则》，推动 70%以上乡镇

成立体育总会，实现行政村农村社会体育指导

员全覆盖。

聚焦创先争优，推进竞技体育实力再提升。

以市体校为龙头，以各县区、各学校布点项目

为补充，加大“市队校办”扶持力度，完善青少

年业余训练网络。突出重点项目，巩固发展项

目，强化特色优势项目，优化保持运动项目 20

项。健全基层体育人才选材、输送奖励机制，

完善高水平教练员聘任机制、奖励政策，争取

国家、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落户宿州，完

善竞技体育争光体系。

聚焦体教结合，推动青少年体育增后劲。

筹备成立宿州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督促指导

青少年体育组织广泛开展活动、提升竞技水

平。坚持以赛促训，举办足球、篮球等项目三

级联赛，推动赛事活动社会化、市场化和协会

化。坚持赛训结合，借助社会力量举办体育培

训班。深化体教结合，大力推广校园足球，不

断强化笼式足球试点市建设；积极发展校园篮

球，强力打造校园篮球特色城市。

聚焦深度融合，促进体育产业经济大发展。

大力发展体育休闲业，推动体育健身培训服务

业发展，支持体育与健康、旅游、文化等行业融

合发展。指导支持砀山县梨都马术运动特色

小镇建设。推进体育产业功能集聚区建设，重

点打造泗县中谷体育产业园、埇桥区钓具产业

园、运动鞋制品产业园区和宿州探拓者户外用

品产业。提升体彩销售数量和质量。

聚焦完善机制，确保承办举办大赛上水平。

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社会办赛和市场化

品牌式推进，组织举办第五届宿州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第八届宿州国际网球公开赛和砀山春

季（秋季）国际马术耐力赛、砀山春季（秋季）梨

园马拉松赛、灵璧县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等影响

大、规格高的国际性赛事。

聚焦党的建设，保障体育事业管理提质量。

全面贯彻党对体育工作的要求，建立“抓机关、

促市直、带系统”的管党治党机制。

滁州市

回顾2018年，阜阳市汇聚各方力量，体育

强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到 2020 年，该市人均

体育面积将达到 1.8 平方米，城市社区普遍建

成“15分钟健身圈”，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将达到417万。

新的一年阜阳市将紧随体育强省建设步

伐，瞄准创强工作测评指标体系，锁定目标、聚

焦短板、积极作为、奋勇争先，开启体育强市建

设新篇章。

推动群众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坚持达

标提质，落实“双基”建设，促进乡镇（街道）

“三个一”工程的实施，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

管水平，重点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纳入城

乡发展规划和县级政府对全民健身工作的财

政投入。创新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形式，扩大

群体活动覆盖面，打造市、县二级全民健身品

牌。加快体育社团发展，在乡镇、街道基层体

育组织覆盖率上下功夫，推进社会体育指导

员队伍建设。实现县市区国民体质监测站点

建设全覆盖。

推动竞技体育人才展现新风采。积极备

战全省各项竞技赛事，做好市级青少年计划内

各项目比赛组织工作。加快市级特校、传校建

设，构建小学、初中、高中“链条式”培育体系。

注重培养选拔后备人才，推动省级单项后备人

才基地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再创新辉煌。推进文

体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等

文体产业新业态，做大做强对外文化体育交流

合作文章。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加快体育产业

基地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特色小

镇、体育生态公园等重点项目建设。用好市级

体育产业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体育企业和

体育品牌赛事。

推动体育宣传工作再现新突破。强化组

织保障，层层压实体育创强工作责任，调动各

方积极性，主动争取政府支持。积极与媒体建

立合作机制，将《颍州晚报》“体育强市 健康颍

淮”宣传专栏做大做强，广泛宣传体育强市理

念，传播体育文化。利用好新媒体宣传工具，

创新思路，努力把“双微”平台办出水平、办出

特色。

2019 年，阜阳市紧紧围绕建设体育强市

的奋斗目标，积极践行“实字当头、干字为先、

效字以求”，真抓实干抓落实，努力发展体育

事业，为建设现代化大美阜阳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阜阳市

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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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新时代 实现新作为 体育强省建设开启新篇章
2019年，合肥体育工作将以创建体育

强市为目标，继续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全面发展，各县（市）区体育事

业协调发展，体育与文化、旅游等融合发

展，以更加出色的业绩向70周年国庆献礼。

以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为引领，

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一

是丰富群众体育活动供给。举办首届合肥

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组织好合肥国际马拉

松赛等品牌赛事活动，持续开展“体育进社

区”“体育下乡”，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

业余联赛，让全民健身形成新风尚。二是

支持引导社会团体健康发展。加大政府购

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力度，引导体育社会

组织提高承接全民健身服务的能力和质

量。三是深化科学健身指导与服务。推动

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建设。

以培育体育后备人才为方向，进一步

推动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体系化、集约

化。一是备战参赛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

会。紧紧围绕训练主体，强化训练管理和

综合保障，全力以赴抓好备战、参赛工作，

确保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二是优

化调整项目布局。以省运会新周期谋划为

契机，分类发展、梯度推进各运动项目，将

在训运动项目分为“重点发展类”“巩固强

化类”“社会发展类”“培育扶植类”。三是

深化体教结合。集聚体育、教育和社会资

源，探索“多方联办”的青少年体育训练培

养合作模式。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实

施专业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进校园支教行

动。保障运动员文化教育，完善体育特长

生招生政策。四是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以提升产业效益、促进体育消费为目

标，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规模化、优质化。

加强政策引导。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制定

2019年该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体育

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推动成立体育产业

协会，筹划设立体育产业基金。谋划产业

项目。以现有的篮球、乒乓球等职业赛事

为切入点，提升品牌赛事产业化运作水

平。打造体育产业综合体，服务体育相关

企业，推动产业发展。

以服务群众健身为根本，进一步推动

体育设施建设立体化、多元化。制订合肥

市城市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建立符合城市

总体规划的全市体育设施布局体系。继续

建设全民健身苑、三人篮球场、体育公园等

群众身边的多样化体育设施。市综合球类

馆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推动南艳湖全民

健身中心年内竣工，加快推进滨湖全民健

身中心、包河区体育中心等项目落地，提升

承办高水平综合性赛事的能力。

合肥市

2019 年，淮北市将继续深入实施《安

徽省体育发展五大任务行动计划》《淮北市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开创体育创强工作新

局面。

抓好三个重点：（一）抓好六边工程，提

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一是完善群众身边

的体育组织，鼓励支持社会体育组织发展，

推进基层乡镇、村居体育组织建设；二是建

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力争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三是培育

群众体育品牌活动，开展元旦长跑、国际半

程马拉松赛、环湖自行车赛、全国健身鞭精

英赛等群众基础广泛的品牌活动；四是组

织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满足不同人群健

身需求；五是加强群众身边的科学健身指

导，丰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培训内容，扩

大农村体育指导员覆盖面；六是宣传群众

身边的健身文化，推广具有地方特色和民

族特色的体育项目。（二）加强高水平基地

建设，推进体教结合工作。加强竞技体育

三个高水平人才基地建设，即国家级羽毛

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省级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省级射击高水平人才训练基地

建设。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组织全市中小

学生田径、游泳、球类等常规赛事。（三）大

力发展体育产业，增加体育产业产值。引

入市场机制，发展高中低档并存的体育健

身休闲产业，促进体育中介、体育传媒、体

育会展、体育旅游、体育文化创意等发展。

补齐三个短板：（一）完善体育设施建

设，实施体育扶贫工程。完善市、县（区）

“五个一”体育设施建设及乡镇“三个一”体

育设施建设。实施体育扶贫工程，推进贫

困地区体育事业发展。（二）扎实推进业余

训练，力争竞技体育再创辉煌加强市体校

和各中小学业余训练研究，探索教体结合

新路子，拓展夯实竞技体育项目基础和人

才基础。重点发展射击、拳击、羽毛球、武

术等传统优势项目和以篮足排球为代表的

集体球类项目。（三）创建体育产业基地，推

进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

强化三个弱项：（一）加强组织领导。

体育创强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政府财政预

算、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切实推进体育

创强工作。（二）加强宣传报道。拓宽宣传

渠道、强化宣传力度。（三）加强体育文化研

究。宣传推广地方传统体育项目舞龙舞

狮、旱船、大鼓、斗鸡、信鸽等，深入挖掘整

理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宋代蹴鞠瓷塑等体

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夯实体育发展的

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

淮北市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2019 年，

结合铜陵体育特色，做到精力不散、拼劲不

减，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无

畏勇气，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全国全

民健身示范市工作，科学统筹推动体育强

市建设步伐，在巩固提升十分钟健身圈的

基础上，大力开展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健康

人生的追求。

赛事搭台，品牌活动唱戏。围绕“全民

健身、健康铜陵”主题，以“铜都健身大舞

台”活动平台为载体，结合传统节假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力争

百人以上活动达 300 场次，参与人数超往

年。进一步完善群众业余赛事体系，强化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工作，持续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

低收费。积极申办 2019 全国摩托艇锦标

赛、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省环江淮万人骑

行大赛铜陵分站赛等重大品牌赛事，举办

2019 年铜陵首届半程马拉松比赛，满足人

民群众参与高水平赛事的需求，形成铜陵

城市体育名片。

体教融合，强化体育育人。进一步完

善体育人才培养输送体系，积极探索实践

体教融合道路，重点推进手球、橄榄球、足

球、篮球、排球项目市队校办。继续做大做

强田径、举重、游泳等项目，完善年度锦标

赛团体总分带牌项目。探索市队社会办模

式，有计划推进足球、武术、跆拳道、乒乓

球、羽毛球、射箭、射击等项目与社会机构

合作。大力开展市级传统项目特色学校和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创建工作，广泛开展

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积极举办 2019 年铜

陵市青少年足球联赛、田径锦标、登山比

赛、阳光体育大会等比赛，在夯实青少年后

备人才储备库的同时实现体育塑人育人的

终极目标。

改革引领，激发产业活力。持续深化

体育领域改革与创新，树立体育产业发展

“全市一盘棋”思路，着力打通部门单位间

壁垒和关节，合力推进铜陵西湖体育生态

公园、农林运动康养小镇等建设，激发体育

旅游休闲产业活力，统筹指导县区开展体

育公园的谋划、申报和建设工作。加强省

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项目的谋划、申报

以及联系协调工作，稳步推进公共体育场

馆“改造功能、改革机制”试点工作。做好

体育中心新馆新场的运营管理工作，提高

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水平。优化昆仑决·
决胜密码体育娱乐秀活动等，提升市场化

品牌赛事活动影响力，奋力推动 2019 年体

育强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铜陵市

2019，池州市体育用锲而不舍精神抓

好工作落实，努力推动体育创强再上新台

阶，为推进“三优”池州建设作出新贡献。

坚持市县联动，强力推进体育强市（县

区）建设。把体育创强作为“一号工程”常

抓不懈, 适时召开全市体育创强工作推进

会，认真查找体育创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短板和薄弱环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工作思路和举措。督促各县

区围绕体育强县（区）建设，完善具体实施

方案，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努力形成上下联

动、整体推进的良好氛围。

坚持品牌引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普及。

一是创新办好池州国际徒步大会和池州国

际马拉松赛等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挖掘赛

事主题与文化特色。二是持续推进场地设

施建设和管理，积极推进市、县区“五个

一”、乡镇（街道）“三个一”等项目建设，扎

实推进城市社区“15 分钟健身圈”、行政村

健身工程提档升级。三是深入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贴近各地山水特色、贴近人民群

众休闲健身的需求，持续抓好“诗意杏花

村”健身走、“中国最美原生态山乡”安徽石

台怪潭漂流公开赛等赛事活动，打造县区

精品赛事。四是推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向

基层延伸，扩大工作覆盖面。五是做好科

学健身指导服务。

坚持体教结合，抓好青少年体育和竞

技体育发展。一是进一步加强国家级、省

级、市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青少年体育户外活动营地建设，加强

青少年体育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二是深入

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三是抓好青少年体育

竞赛。建立市、县区、校级田径、足球、乒乓

球等三级联赛体系，办好各项联赛活动。

四是推进新周期运动项目结构调整和运动

队建设。结合该市实际，重点抓好跆拳道、

武术等优势传统项目，继续推进部分运动

项目市队校办、协会办、俱乐部办等改革试

点工作。

坚持融合发展，推进体育产业再上新

台阶。一是重视抓好体育产业重点项目建

设，争创更多的国家级、省级体育特色小

镇、体育生态公园、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等综

合体。二是加大与发改、文化旅游等部门

合作力度，推进“体育+”“+体育”，培育一批

国家、省级体育旅游产业基地、体育旅游精

品景区，推出新一批市级体育旅游户外精

品线路。三是继续加强彩票网点建设和营

销宣传，努力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四是做

好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

工作，抓好全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

可及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全运营。

池州市

滁州市委教体工委书记、市教体局局长李中东

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委员会主任刘明

合肥市体育局局长菅青

宿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体局局长朱守坤

阜阳市文广新体局局长梅奎万 宣城市教体局局长刘国平

铜陵市体育局局长於琪

池州市教体工委书记、市教体局局长胡学慧

2019年安徽体育工作如何实现新发展新突破，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新期待新愿望，刚刚闭幕的全省体育局长会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精心谋划部署了2019年度体育重点工作，列出了详细的任务项目清单。记者在会上采访了部分市体育部门“当家人”，看看他们将交一份什么样的新年度答卷。

□ 马梅 江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