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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群体工作如何发展

A11

营造健身环境 健康市民体魄
近日，2023年上海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年度全市全民健身工作。上海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
光圣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上海全民健身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围绕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和健康上海的目标，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融合
化、数字化，营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的
城市环境，让市民群众拥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态、健康的
生活。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拓展身边的健身空间

本报记者 丁荣

3月24日，由上海市体育宣传
教育中心主办的“体荟非遗”进社区
系列活动，在浦东新区沪东社区文
化活动分中心圆满落幕，这也是“体
荟非遗”系列活动（第一季）的最后
一站。

自2022年12月起，历时三个多
月，“体荟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先
后走进闵行区吴泾镇、新虹街道，长
宁区北新泾街道，浦东新区沪东新
村街道四个街镇，邀请到舞龙竞技、
精武体育、龙身蛇形太极拳等多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现
场帮助市民走近传统体育，了解非
遗传承，乐享健康生活。

“体荟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将
海派体育文化带到各街镇社区，帮
助市民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魅力，增强了大家对体育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了居民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也有
助于让体育非遗真正“活起来”“动
起来”。

传承传统文化
“体荟非遗”进社区

全民健身设施方面，要推进健身
设施补短板，拓展市民身边的健身空
间。

拓展市民身边的高品质健身空
间。推进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社区足
球场等健身设施重点项目建设，优化
布局“五个新城”“一江一河一带”等区
域健身设施。保质保量完成年度为民
办实事项目，计划新建社区市民健身
中心30个，新建和改建市民健身步道
80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600个、市民
健身驿站80个、市民运动球场150片
（其中羽毛球场100片），注重提档升
级，体现全龄友好，增强市民的获得
感。推进都市运动中心、体育公园、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等健身设施项目。保
障公共体育场馆有序开放。组织开展
新一轮体育消费券配送，促进全民健
身和体育消费。

支持各区、管委会、园区、企业等
打造都市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综合
体。会同市总工会支持园区、企事业

单位等建设职工健身驿站，会同市民
政局推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提
高公共体育场馆开放运营效率，配合
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做好公共体
育场馆价格指导工作。落实住建部、

体育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
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要求，会同相
关部门摸清街镇社区现有足球场地设
施现状，协调推进本市社区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

■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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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赛事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方面，要积极
满足市民多样化体育参与需求。广泛
开展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办好社区健
康运动会、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打造
更多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开展“一区一
品”“一街（镇）一品”等赛事活动。积
极参加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组织
参与第三届长三角体育节。筹备上海
市第四届市民运动会。做好非奥运项
目普及推广工作。

满足各类人群参赛需求。全力备
战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做好组队
参赛和服务保障工作，争取成绩位居
全国前列。

前不久，2023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招标结果出炉，参与投标的单位达
370家，经过专家评审，249家单位中
标。中标单位将获得2万至50万元
不等的专项扶持资金。2023年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坚持规范办赛原则，践
行欢乐办赛理念，突出“全民参与、全
民运动、全民健康、全民欢乐”的特点，
积极营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

人人会健身”的全民健身城市环境，预
计将开展线上线下赛事活动6300余
场。

联赛项目采用末位淘汰制，最终
确定了篮球（五人制）、足球（八人制）、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广播操、跆拳
道、橄榄球、围棋、中国象棋、轮滑、太
极拳等12个项目。其中，中国象棋为
新增项目。

品牌赛事活动包含28个市级赛
事和16个区级赛事，今年的市级赛事
在延续近几年培育的基础上，综合评
估结果，将保留开展较好的23个，新
增上海市射箭公开赛、上海市职工龙
舟公开赛、上海自行车嘉年华、上海开
发区运动会、上海市民登高大赛5个
群众基础好、市民参与度高、人群覆盖
面广的赛事。

系列赛共选取280项赛事，包含
260项项目系列赛、10项线上赛事以
及10项长三角赛事。“X项目”是指其
他有意愿加入城市业余联赛体系的赛
事活动。

满足各类人群参赛需求

■促健康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方面，要探索
运动促进健康的上海模式，进一步完
善体医养融合机制，推进全国首批社
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试点。组织线下
与线上相结合的科学健身服务，构建
公共体育服务配送新体系。加强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办好科学健身
体验周等特色活动。加强体质监测服
务，提高市民体质优良率。

2023年，上海市将落实《上海市
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各项任务。积极承担全国
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试点，总

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研究制定《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服务规
范》《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规范》。
培养运动健康师，开展“体医交叉培
训”。支持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专家
委员会发挥智库作用。在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推广建立“一人一档”运动健康
电子档案，开展数据分析和跟踪研究。

上海还将完善社区体育服务配送
新体系，全年开展配送不少于 8000
场。加强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科学健身
指导，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力
度，组织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全民健身治理提升方面，要构建
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制
定《上海市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推进
体育与教育、文化旅游、绿化、卫生健
康、养老、农业农村等领域融合，做好
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创建工作，推进全
民健身数字化转型，开展全民健身发

展指数评估，加强体育社会组织管
理，深化长三角全民健身领域交流合
作。

深化“体教”“体文”“体旅”“体医”
“体养”“体绿”“体农”等融合，持续开
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全民运
动模范街镇创建工作，发布《2022年
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

■重治理

构建高水平服务体系

提高市民体质优良率 ■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