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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健 身 幸 福 鹰 城
——我市创建河南省首批“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综述

2013年8月12日，我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全民健身示
范城市”试点城市。此后，我市围绕“ 全民健身、幸福鹰城 ”
的主题，以改善民生共享成果为导向，以体育惠民为落脚点，
加快推进体育发展转型升级，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快速发展，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城
市”的意义

2011 年 2 月，国务院出台《全民
健身计划(2011-2015年)》后，国家体
育总局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全民健
身示范城市（区）”活动，通过创建活
动对全民健身工作进行示范和引领。

2013年4月，河南省体育局下发
了在全省开展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城
市、示范县（市）、示范区的通知。我
市及时分析新的形势和任务，果断抓
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使体育设施更普
及、健身更科学、群众更健康，让全市
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创建工作的
有力推进，将直接促使群众的健身意
识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得以提升，促
进广大人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另外，在创建过程中，作为
试点城市还可以争取更多的资金、器
材和政策支持，加快完善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步伐，促进我市全民健身工作
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建工作，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相关工作。2013
年5月，我市以市政府名义向河南省
体育局提出申请，申报创建河南省“全
民健身示范城市”试点城市，并由市体
育局牵头承办此项工作。其间，市体
育局结合我市全民健身工作条件和特
点，全面开展了创建试点申报工作。
经过4个月的量化考核和综合评估，
2013年8月12日，我市以在全民健身
工作中的努力和成效，同郑州、洛阳、
焦作、漯河、三门峡一起，成为河南省
首批“全民健身示范城市”试点市。

创建工作扎实推进

开展全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必须与我市当前中心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才能彰显鹰城特色。在创
建工作中，我市着力在体育惠民、场馆
开发、服务提升等方面突出鹰城特色，
引领我市全民健身潮流。

一、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城乡
全覆盖

充分利用公园、广场、绿地等场所
进行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和
改造，完善体育设施。鼓励支持县
（市）建设或升级配套设施完善的体育
公园、体育场或综合体育馆。目前，我
市城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已经实现全
覆盖；全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基本
实现全覆盖，未覆盖的县（市）正在落
实健身工程的场地选址和基础建设，
力争今年器材到位后及时安装，完成
全覆盖；县级体育“四大件”（标准田径

场、标准游泳池或体育公园、带看台的
灯光球场和综合训练馆）和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已基本达标；鹰城广场体育
公园室外工程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在
创建过程中，我市多渠道筹集经费，并
积极与上级体育部门全民健身活动场
所建设项目对接，争取上级扶持，进一
步加大体彩公益金投放力度，推进全
民健身设施向行政村延伸，努力实现
全民健身设施的全覆盖。

我市社区公共运动场、健身广场、
全民健身路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
镇体育健身工程等公共体育设施，以
其小型、分散的特点，特别适合满足群
众经常性、便捷性的健身需求，是市民
健身锻炼的主要场所。社区室外具备
开放条件的公共区域以及健身器材、
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已经全部免费开
放；市属体育场（馆）、健身中心、羽毛球
馆、游泳馆等场所除承接大型比赛或
公益性活动外，已按照要求低收费或
分时段免费开放，同时对学生、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实行半价开放或是
延长活动时间的优惠；多数大中专院
校的体育设施已经向社会免费开放。

二、健全群众体育组织建设

按照《全民健身条例》《河南省
体育发展条例》以及河南省“全民健
身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要求，我市加
大了群众体育组织的建设工作力
度，在现有的基础上，把组织建设的
重点向基层延伸，重点加强乡（镇、
街道）、村（社区）的组织建设，全力
推动体育组织向群众身边、向基层
发展。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市县
（市、区），城市社区和乡（镇、街道）
的群众性体育组织覆盖率基本达到
100%，所有行政村均配备有体育专
干（员），已形成“市、县（市、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组织相
互关联、互为补充的群众体育组织
网络体系，为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我市坚持把围绕活动抓普及作为
群众体育工作的着力点，采取多种措
施不断扩大全民健身活动的覆盖面，
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健身的积极性。
2014年开展市级以上体育活动30余
次，并积极承办全省、全国性比赛。特
别是成功举办了2014年全国千村健身
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全
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2014年全国
拔河新星系列赛（平顶山站）的比赛、
2014年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半决赛
和2014年全国老年人气排球交流活动

市九运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大会开幕式现场 首届尧山超级马拉松赛活动现场 首届大香山自行车公开赛现场 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市民健身

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平顶山站比赛等大型赛事活动。
今年，我市又承办了多项省级以上赛事

活动。2月承办了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南
部赛区比赛；5月6日-10日承办了河南省2015
年健身气功站点联赛西部赛区赛事；5月24日在
市体育村举行2015年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平顶

山站比赛；5月30日在市区鹰城广场举
行2015年河南省健身瑜伽公开赛豫南
站比赛；6月9日在市体育村体育馆承
办2015年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空竹交流活动；8月8日在市
区鹰城广场举行2015年河南省“全民
健身幸福中原”主题活动平顶山启动仪
式；10月16日在市西体育场举办全国
百城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平顶
山大会；9月26日和10月25日分别在
鲁山尧山和舞钢祥龙谷景区承办了
2015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暨河南
省第五届“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
会。在这些赛事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我
市着力打造品牌赛事：9月20日举办首
届尧山超级马拉松赛，9月29日举办首
届大香山自行车公开赛，这两项比赛吸
引众多省内外高手参赛，在国内形成了
一定的影响力。

6月24日至10月18日，我市成功
举办了市第九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
健身大会，历时117天，共举办成年组
足球、篮球、羽毛球等21个项目和青少
年组网球、排球、射箭等17个项目的比
赛。成年组比赛有来自各县（市、区）、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驻平
部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体育协会、
体育俱乐部的46个代表团和145支代
表队参赛，共3395名运动员参加了21
个大项90个小项的比赛。青少年组比
赛有各县（市、区）共1238名运动员参
加了17个大项246个小项的比赛。

四、推动健身服务科学化

体育部门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作用，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为市民科学健
身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指导服务。我
市成立有市、县两级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 协 会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
队。对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技能培
训，配备统一服装，在健身广场、健身站
点、晨晚练点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指
导群众科学健身。目前，全市社会体育
指导员已近万名，满足每千人拥有两名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体育部门把开
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作为常态工作来
抓，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
身中的骨干作用，以“全民健身活动月”
和“全民健身活动日”为节点，开展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
务活动。

我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国民体质监
测中心，投资150万元购置国民体质测试
车，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实现了体质测定
与运动健身指导常态化。自中心成立以
来，每年开展万人大监测活动，超额完成
省定测试任务，覆盖城乡各年龄段、各职
业类型人群。2015 年，我市结合创建工
作任务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召开了
县（市、区）创建工作协调会，采用与全市
群体活动紧密联系、与特定节日紧密联
系、与各县（市、区）紧密联系、与媒体紧
密合作等方式，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健全、
流畅的监测工作网。今年10月，我市启
动鹰城体育健康行活动，为近5000人次
进行了体质测定与健身指导服务。

五、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的功能作用

体育协会是连接群众和政府的重

要纽带，在组织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市
拥有市级体育协会 23 个，市级体育类
民办非企业 28 个，其中 2014 年成立的
有跑步健身协会、信鸽运动协会、自行
车骑行协会、射箭运动协会、陈家沟陈
氏太极拳研究会。2015 年又成立了钓
鱼运动协会，另外还有若干协会正在筹
备中。

另外，我市着力发挥县级体育总会、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老年人体育协
会、农民体育协会等 4 个综合性体育社
会组织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综合作用，
各体育协会都能常年开展群众喜爱、独
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或赛事。如：市
健身气功协会组织的全市健身气功交
流大赛；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组织的
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交流展
示大赛；市老协承办的全国老年气排球
比赛；市跑步健身协会举办的“3510 在
行动·我是步行族——全民绿色健步走
总动员”活动。各类体育活动的举办，
推动了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促进
了社会和谐。

目前，我市已基本实现了六类人群都
有体育协会并经常开展活动的创建目
标。在体育协会组织建设方面，我们坚持

“两手抓”：一手抓协会组织发展壮大，推
动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向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的覆盖延
伸；一手抓协会组织改革发展，推行体育
社团社会化、实体化。目前有一大批体育
协会工作积极，发展态势良好，有力地承
担了部分全民健身工作，切实发挥了纽带
作用。

（本报记者 常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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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市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