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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456个课时 服务近万名青少年

体育配送让孩子在社区动起来
围棋、少儿武术、乒乓球、跆拳道、篮球……这些技能

都可以让孩子在家门口学到。 今年暑期，作为上海市“奔
跑吧·少年”系列主题健身活动之一，“青少年身边的社区
体育夏令营”———上海市暑期社区青少年体育配送工作
如期开展。 截至目前，已向12个区派遣了40余名教练员，

配送了456个体育课时， 为9780位儿童青少年提供体育
培训服务。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今年暑期，上海市体育局青少处
委托市社区体育协会开展暑期社区
青少年体育配送工作。在开展这项工
作前，协会通过覆盖全市的170多家社
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充分了解青少年
的健身需求，根据需求选择配送项
目，努力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全覆
盖。

据悉，今年暑期共向社区配送了
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共11个运动项目
课程，其中最热门课程是围棋、少儿
武术、乒乓球、跆拳道和篮球。按照工
作机制，市社区体育协会不仅通过街
道了解青少年的健身需求，同时还通
过街镇落实了培训的场地与青少年
的招募，制定了满20人为开班人数的
报名机制，既保证授课质量又保障教
学安全。

为进一步通过体育锻炼提升青
少年体质健康，针对青少年群体“小
眼镜”“小胖墩”和脊柱侧弯、心理亚
健康等问题，在2019年基础上，市体育
局鼓励积极扩大项目供给种类，配送

让青少年动起来的体育培训课程，引
导青少年“目”浴阳光。同时，通过科学
设置培训课程，让青少年认识、了解、
喜爱上体育运动，为养成终身体育锻
炼的习惯打好基础。
对此，市社区体育协会以促进青

少年学习运动技能，为其养成终身体
育锻炼习惯打好基础作为工作的目
标，在设置配送项目时既考虑到了武
术、棋牌等室内课程，同时也兼顾了足
球、篮球等室外课程，让青少年能够更
好地在家门口奔跑运动起来。据悉，不
少培训课程在配送平台上一挂出，很
快就被配送申请单位———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部分体育服务企业抢完了。
今年是奥运年、全运年，市体育局

鼓励配送单位在开展项目培训的同
时，大力宣扬奥运健儿顽强拼搏、为国
争光的精神，充分发掘体育育人的多
元价值，强化仪式教育和项目文化传
播，让青少年通过体育参与，学习坚持
不懈、顽强拼搏、团结协作、遵守规则、
追求卓越的精神。

深入社区找准需求
精选项目精准配送

为了进一步做强暑期社区青少年
体育配送的质量，上海市社区体育协
会充分发挥枢纽功能，积极与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协会等行业协会进行资源
整合，积极拓展配送师资的资源、数量
与力量，并从协会500多名师资队伍
中挑选有青少年体育教学经验的专项

老师为今年配送工作的师资力量。
据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配送服务

部负责人介绍，在拓展师资的同时，今
年的配送工作十分注重对配送师资的
资质认定。“在配送师资认定方面，我
们积极参考了行业协会的标准，比如
说从事儿童青少年体适能配送的教练

必须持有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颁发
的证书；从事青少年足球配送的师资
必须具有上海市足球协会颁发的E、
D、C等级别的教练员证书，从而确保
每一位配送的师资都必须持证上岗。”

为此，市社区体育协会通过建立
配送师资库，把有体育培训技能的人
吸纳进入平台，一方面是发挥他们的
专业优势，从事好体育公共服务，同时
也通过协会组织开展的系列培训，进
一步提升配送师资的业务能力与知识
水平，为青少年体育提供更专业的服
务，让青少年不仅能够学会体育技能，
更要学好一项体育技能。

整合资源强化师资
让孩子学会又学好

市体校校友捐赠设立“华瑜奖”

奖项背后的故事更值得学习
本报记者 李一平

9月1日上午，上海市体育运动学
校“华瑜奖”捐赠签约仪式在学校教学
楼举行。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为
捐赠者王仁华颁发证书，上海市体育
运动学校、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捐
赠人三方进行了捐赠签约仪式。
“我很感谢大家，让我今天有机会

能为母校做一些事情。在我走上社会
后，在工作中、生活中，在市体校的这
段学习训练的经历都带给了我许多宝
贵的启示，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难关。”仪式上，捐赠者王仁华教授分
享了自己从一个体育少年成长为中国
科学事业尖兵的故事，表达了对母校
最真诚的感恩，并祝愿母校新一代体
育少年心怀梦想，勇攀高峰。

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知名教授、科
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兼首
席科学家，王仁华的另一重身份或许
不那么为人所知：他曾是上海市体育
运动学校1959年创建时首届足球班的
学生。六十年前，这位科学家正是在这
里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了解，王仁华教授当时的学号

为001号。他高中毕业后考入华东师范
大学物理系，曾是上海大学生足球队
队长，在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中多次
荣获冠军。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
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和
主持过相关领域多项国家高科技重点
研究项目，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特别令人骄傲的是，在中美角力的人

工智能语音技术尖端领域，他率领的
团队经历了由初始时严重落后，到漫
长的执着追赶，并最终迎头赶上，书写
了中国科学家牢记初心使命、勇攀科
技高峰的动人篇章。

当王仁华教授在科研领域创造辉
煌成绩的同时，他始终不忘年轻时在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度过的短暂而快
乐的体育人生，更是把曾在学校足球
队踢前锋的经历融入到自己日后的生
活中，不断“进球”取得胜利！他坦言：
“体育给了我快乐和强健的体魄，也使
我在科研教学领域更加有专注力。体
育培养了我的意志品质，使我在困难

和挫折面前，更有勇往直前的定力。”
“华瑜奖”的设立旨在支持市体校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由王仁华和夫
人夏德瑜教授，通过市体育发展基金
会，向市体校定向捐赠100万元，以奖
励学校运动成绩突出的教练员和运动
员。

“华瑜奖”共设运动员优秀成绩
奖、教练员优秀成绩奖和青运会特别
奖三个奖项。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将
成立专门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凡
符合评审条件的市体校在籍在训运动
员和在编在岗教练员均有机会申请，
申报时间一般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
成，评审时间为每年寒假前。
“感谢王教授对市体校的孩子们

的激励，为努力学习、训练的青少年运
动员提供更多帮助。但在这个奖项背
后，王教授和夏教授的故事更值得我
们学习。”宋慧表示，王仁华和夏德瑜
教授伉俪都是体育人出身，不仅各自
在足球和田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
就，还将体育精神继续发扬到工作、生
活中去。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留学
生，王仁华教授牢记祖国的培养，将青
春奉献给了祖国科技的建设中，这种
精神完美地诠释了市体校“拼搏超越，
爱国争光”的校训，也是所有市体校学
生的楷模。
最后，宋慧在校训原有八个字的

基础上，融入了华、瑜二字，以“青春韶
华，拼搏超越，握瑜怀玉，爱国争光”16
个字勉励市体校全体师生员工向王仁
华和夏德瑜教授学习，为上海市体育
运动学校的明天和上海体育事业的发
展贡献力量。
市体校和市体育发展基金会负责

人出席签约仪式。在捐赠签约仪式之
后，王仁华还将自己珍藏的上海市体
育运动学校1959年001号学生证捐赠
给了上海体育博物馆。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向王仁华教授颁发捐赠证书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