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偕行有助常创常新。今年3
月，已经走过五年发展之路的《上海市
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以
下简称《奖励意见》），它迎来了自问世
至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工作的启
动。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背景下，本
次修订是为了让《奖励意见》更能适应
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趋势。

上海市体育总会副秘书长夏静莺
告诉记者，现已完成修订的《上海市体
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
（2022-2025年）》即将对外发布，与往
年的《奖励意见》相比，新修订版在内
容上会体现出三方面的不同。“其中，
第一点就是‘引导重心由内向外的转
变’。通俗一点来说，对体育社会组织
的考察标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
好’。”

本次《奖励意见》的修订，是将工
作重心从“引导体育社会组织自身规
范化建设”转变为“推动体育社会组
织释放发展效能、促进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方
面”。

对上海的体育社会组织而言，这
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考察转
变，在新一次的奖项设立上会有直接
体现。“往年我们的奖项分为综合奖和
单项奖两个大类目，而在修订后，奖项
设立的构成变为综合奖和专项奖。从
单项奖到专项奖，别看只是一字之差，
在‘专’上却会踏出更突出工作重点、
更有指向性的重要一步。”夏静莺介绍
道。

据了解，修订后的《奖励意见》会
将专项奖进一步分为人才培育奖、品
牌赛事奖、标准化建设奖、长三角一体
化奖、党建先锋奖、新城建设服务奖。
并且，《奖励意见》对每个专项奖所面
向的主体、评奖的各级指标及其占分
比都进行了细分。

比如，人才培育奖尽管面向体育
社会团体、区体育总会、体育社会服务
机构这三类主体，但细分之下的标准
又会有所不同。又比如，在《奖励意
见》中首次重点聚焦于上海五大新城
的新城建设服务奖，它所面向的主体
就仅是体育社会团体。

奥运冠军乐靖宜
激励青少年备战
市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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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小将徐浩东
诠释“体学兼优”

以奖促建也正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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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组织迎评奖“新办法”
据官方数据，在《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

见》问世的五年间，已有累计96家体育社会组织获得各类奖
项，奖励总额达3195万元。现如今，在“十四五”规划的大背
景下，新修订版的《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
即将重新出发。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带着五年经验再出发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在受到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上
海的体育社会组织也经历着考验。在
它们努力重回正轨的过程中，新修订
的《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
励意见》（以下简称《奖励意见》）有望
起到“扶一把”的积极作用。

与往年的《奖励意见》相比，新修
订版内容上的不同还体现在“奖励范
围由点向面的全覆盖”和“评价指标由
主观到客观的量化”这两点上。

先来看一项数据。去年颁奖时，
综合奖和单项奖加一起，奖励名额的
总数是23个（3个综合奖加20个单项
奖）。而待今年颁奖时，在拟发放总奖
励金额与往年一致仍为1000万元的
情况下，奖励名额的总数将增至33
个，具体为 5个综合奖和 28个专项
奖。

上海市体育总会副秘书长夏静莺
表示，《奖励意见》修订后的这一点不
同，其实也是对沪上部分体育社会组

织负责人相关呼声的反馈和呼应。
据了解，此次修订除了关注市级

体育社团的发展以外，也扩大了对区
体育总会、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的
支持范围。修订后，区体育总会可以
争取的奖励名额超过七个，同时以“培
育基层组织”“指导会员发展”等具体
指标，对其管理和服务职能提出更高
的要求。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可以
争取的奖励名额达到八个以上，并在
“提供公共和专业服务”“赛事培育”
“人才培养”等具体指标中具体考核其
社会服务能力。

修订完成后，《奖励意见》的评价

指标将体现出由主观到客观的量化。
具体表现为将原有“专家评分”模式，
改为“客观赋分指标”和“专家评分指
标”。在整体上来说，会更加强调量化
指标的应用，权重和得分设计中更侧
重于“增量”工作的成效情况，体现引
领性的同时，也保证了考核指标与体
育重点工作的配合。

此外，为突出三类体育社会组织
的社会职能定位、工作方向，本次修订
针对不同主体制定了对应的指标（综
合奖、人才培育奖）。如此一来就能既
保障基础指标的通用性，也突出各专
项指标的针对性。

特殊时期响应呼声
总额不变奖励名额增加

手机也能打乒乓？

创意赛事促进市民健康生活
9月3日，以“创新，与智慧同行”为主题的2022年上

海市手机乒乓球挑战赛在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举行。来自
区乒协、乒乓球俱乐部的18支球队、共54名运动员进行
了混合团体比赛的角逐。现场，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
徐寅生还号召大家一起拿起手机，利用闲暇时间体验乒
乓球的快乐。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在比赛的开幕仪式现场，徐寅生
和上海联通队的参赛队员张从威一同
拿起手机“练练手”，没想到挥了几拍
过后，激起了现场不少嘉宾的兴致，受
邀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上海市体育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陆檩和上海市竞技
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也下场
体验了一把“手机乒乓”，新奇的手感
让大力也直呼有趣。

随着科技的进步，手机已经成为
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不
仅是设计之初的通讯功能，如今的手
机在娱乐、工作、生活等领域为我们提
供便捷。虽然如今可以说人手一部手
机，但把手机作为乒乓球拍来打球却
是不多见。

2020年，上海市乒协和中国联通
上海分公司联合举办首届手机乒乓球
挑战赛，这一全新的项目大受欢迎，其
影响力已扩展到长三角地区。特别是

今年上海市民居家抗疫期间，手机乒
乓球成为许多家庭的健身项目。今年
的赛事报名更加踊跃，但出于防疫要
求本次比赛人数有所限制，参与者都
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奋力争先。

来自享联乒乓球俱乐部的徐益
欢曾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退役后他
仍然将这项运动当作自己终身的爱
好。“此前一直是打竞技乒乓球比较
多，这种手机乒乓球赛还是第一次接
触，感到非常新奇。”面对比赛，久经
沙场的徐益欢久违地感到了“压力”，
为此他还专门和队友进行了一番特
训。

手机机身特别的击球手感还让徐
益欢想起了年少时的时光，“小时候乒
乓球桌比较稀缺，我们就拿两个课桌
拼起来，中间放上铅笔盒，随便找个
球，拿起板擦或者是厚一点的书本当
拍子就能打上一个中午。”

在这次的2022年上海市手机乒
乓球挑战赛中，除了用手机做球拍足
够新颖外，赛事组委会还特意使用了
更“迷你”的乒乓球台。“这次我们采用
的专用球台长2.2米、宽1.2米，比普通
球台更小。”上海市乒乓球协会的负责
人介绍，这样大小的球台更贴近市民
平常的使用。如果平时想打一场手机

乒乓球赛，人们亦可利用办公桌、饭台
等进行活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全民参与”是近年来上海市乒乓

球协会推广赛事的重要理念，包括这
次的手机乒乓球挑战赛在内，上海市
乒乓球协会在过去的几年中还推出过
沙地乒乓球大赛、砂板乒乓球比赛等
创新赛事。

以砂板乒乓球赛为例，砂纸的摩
擦和蓄能效果虽不如胶皮，但击球回
合更多，观赏性更强，对器材的依赖度
更低，参与者也更容易上手。而沙地
乒乓球则是将原属于室内运动的乒乓
球搬到户外，让大家能在打乒乓球的
同时，感受碧海金沙。

但无论比赛形式如何，本质上这
些比赛都降低了乒乓球运动的入门门
槛，吸引更多市民参与。通过突破创
新，让乒乓球走进社区、楼宇乃至家
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趣味赛事吸引全民来赛

手机当起乒乓球拍

手机乒乓新奇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