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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打造体育达人的秀场

新举措让社会体育指导员“增量提质”
10月21日，一场“体育达人

秀”在凌云社区市民健身中心举
行。他们不仅是体育爱好者，同
时也是平时教授市民体育技能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是徐汇区举
办的首届社会体育指导员达人
秀，通过切磋交流，不仅这些体育
达人“以体会友”，同时也更进一
步促进了徐汇区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让徐汇区
市民能享受更好的社会体育指
导。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喜迎“敬老月”
杨浦滨江展演八卦太极拳

2023年 10月是全国第14个
“敬老月”。10月20日，杨浦区以
体医养融合促健康暨八卦太极拳
竞赛为主题在杨浦滨江畔举办

“敬老月”主题日活动。
来自杨浦区12个街道的120

位太极拳老年爱好者在杨浦滨江
开始“八卦太极拳”的比赛，他们
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状态、整齐
的动作将此次赛事推向了高潮。

八卦太极拳是根据太极拳的
以柔克刚结合八卦掌沿圆走转特
点创编的一种刚柔相济的传统拳
种。今年，在杨浦区体育局指导
下，区体育活动中心委托上海体
育大学武术学院王震教授团队，
在杨浦区各街道全面开展八卦太
极拳精英培训班及普及培训班,共
计培训30课时，超过了1000人次
市民习练，有效促进老年人健康。

整个金秋十月，杨浦区将持
续为老年人送上相关知识讲座、
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等一些列活
动，来满足广大老年人多元化的
健康需求。

2023南京西路商圈
“都市三项赛”举办

10 月 21 日 ，2023“ 南 西·
NANXI”杯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
商圈都市三项赛开赛。

本届“都市三项赛”以“释
FUN 多巴胺 运动潮有趣”为主
题，设置了登楼、飞镖、骑行（虚实
结合）三项竞赛项目。主要面向
静安区南京西路企业（含社会组
织、市属驻区单位、区属单位等）
及其员工、商圈市民、消费者群
体，致力于在专业赛之外，让体育
走进人群，让人民享受体育。

同时，围绕南京西路“都市三
项”系列赛，配套了系列活动，包
括联合体育运动相关品牌举办运
动生活集市，以及与办赛综合体
入驻企业和商家联动开展消费互
动活动。

■短讯

第21届“精武杯”太极拳械、传统武术比赛人气高

武术爱好者像赶集一样来参赛
10月21日至22日，2023年上海市“精武杯”第21届太极拳械、传统武术比赛在精武体育馆举行。共

有来自本市各区、街道社区、武术社团等113个单位的1750余名选手参赛。
本届比赛由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上海市武术协会、虹口区体育局主办，上海精武体

育总会承办，精武体育馆协办，虹口区非遗保护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上海克卿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给予了支持。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智华，上海武术院副院长谢芳，上海武术协会副
会长吴志坤，虹口区体育局副局长金力炜，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副会长徐文庆，虹口区文化馆馆长、非遗中心
主任刘莹出席。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作为精武的传统赛事，“精武杯”
太极拳械、传统武术比赛已经连续举
办了21届，为沪上武术爱好者提供可
以展示自我的平台，有效推动市民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武术技艺水平的
提高。

去年，受疫情影响，“精武杯”比赛
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今年赛事
恢复线下举办，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并
没有大规模地进行组织与发动，比赛
的报名就十分火爆，报名单位超过了
100家，参赛选手超过了1700余人。

在颁奖仪式环节，为十几位参赛
单位代表颁发优秀组织奖的上海市精
武体育总会会长王智华感慨：“我为十

几位优秀组织者颁奖，发现他们来自
不同区、不同的单位，其中有机关企事
业单位，也有街道社区、学校以及社会
俱乐部，可以说覆盖了各行各业，这充
分说明了‘精武杯’这项赛事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

在本次比赛仲裁、中国武术九段
虞定海教授看来，今年参赛选手的水
平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充分说

明了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各区辅导中
心、辅导站的精心指导下，上海市民武
术爱好者的武术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除了场内参赛选手外，看台上，本
届比赛的竞赛顾问、中国武术九段王
培锟，仲裁委员会成员虞定海、梅文
源、傅敏伟，总裁判长曾美英，副总裁
判长花妙林……一大批精武武术人积
极报名参加了本次比赛的竞赛工作。

在“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
神感召下，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义务
担任志愿者，为赛事尽上自己的一份
力。其中，就有从普陀区真如专程赶
到虹口区来参与的老精武人。

上海市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智华
认为，传承百年的精武精神与文化认同
感，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巨大优势和
财富。“在精武精神感召下，大家都把精
武作为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来做，来到精
武就像是回到了家里。精武人的这种
像‘赶集’一样竞相参与精武事业的热
情，或许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财富。未
来，我们将看到老会员带着第三代精武
人来参与我们的事业。”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参赛者，上
海精武体育总会不断创新赛事内容。
今年首次采用照片直播的方式对竞赛
全程进行直播，及时记录精彩瞬间，让
每一位参赛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参赛
照片，留下一段回忆。此外，本次比赛
的裁判组和编排记录组都实现了数字
化办公，进一步提升了比赛效率。

为了更好地发扬非遗文化，本届
比赛除设立集体项目、个人项目外，还
专门设立了陈式太极拳专项比赛，查
拳、心意拳专项比赛。其中查拳、心意
拳是源自于回族的拳种，上海精武体
育总会作为虹口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设立民族特色项目，旨在让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好地融入市民生
活，促进各民族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

体。同时，也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民族
传统武术项目。

在竞赛人员培养方面，上海精武体
育总会每年都会开展裁判员培训，形成
了老、中、青三代人相衔接的竞赛人才
传承。目前，已成功举办21届的“精武
杯”已在上海成为一项市民喜闻乐见的
品牌赛事。明年，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计
划将这项赛事打造成全国性武术比赛，
进一步做高、做大赛事的品牌。

王智华表示：“‘精武杯’这项赛事
成功举办了21届，充分说明了其生命
力和受欢迎程度。精武不仅是上海的
精武，更是全国的精武，我们将进一步
提升赛事水平，计划在明年探索举办
全国性比赛，吸引更多武术爱好者参
与。”

用创新提升办赛效率
明年计划将赛事升级

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
搭建以武会友大舞台

让更多年轻人“秀”起来

本次达人秀共设街舞、乒乓以及
健身专项赛，同时乒乓和健身两个项
目还设置了模拟教学比赛，参赛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将
动作简单拆分，展现自己的教学能力，
这也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立身之本。

随着音乐的律动，选手们或灵巧
地扭动摇摆，或有力地跳跃挥臂，刘懿
是本次参赛的一名街舞项目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已经练习了几年时间街舞
的她从半年前成为了社会体育指导
员，现在每周她都会抽一些时间去兼
职教市民跳舞。

其实，目前的刘懿还是一名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舞蹈学院的大

学生。原来，在徐汇区体育局的指导
下，徐汇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今年
创新将街舞项目纳入到徐汇区体育配
送菜单，并同步发展一批街舞专业优
秀大学生进入徐汇区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才库，为辖区内多个企事业单位进
行体育配送，收获大量好评。

在刘懿看来，徐汇区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的举措让更多市民能更近地
接触街舞，了解这项时尚的运动。“我
一开始喜欢上街舞的时候，只能通过
网络自学，有一定的了解后，才去寻找
一些圈子内比较知名的工作室学习。”
现在，短视频的兴起让市民有了更多
渠道接触到街舞这些新兴运动，但缺

少学习的途径。街舞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出现，让刘懿也感到十分“羡慕”，

“如果当时有这样的老师让我能在家
门口就学习街舞，实在是太方便了。”

除了街舞项目之外，徐汇区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同样也在探索其他项
目的专业化、年轻化，让市民在健身时
有更多的选择，享受更专业的服务。

创新探索与企业合作

乒乓作为国球在徐汇区拥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今年，徐汇区体育局在
辖区内形成市、区、街镇、居委四级联
动，于 10个街镇举办25场乒乓球赛
事，共吸引2000余人参与，成功打造

具有广泛性、全方位、全人群、全覆盖
的乒乓球系列赛事。

赛事有了，群众基础也有了，最大
的问题便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教练
员不够”。为了让区内社会体育指导
员“增量提质”，徐汇区社会体育指导
员协会有了新的想法——借助有教练
员力量的企业，为协会培养、提升社会
体育指导员。

在与上海果乒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后，今年6月，徐汇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乒乓球项目专项培训班和徐家
汇潮乒荟运动空间应运而生。通过充
分发挥体育名人示范引领效应与载体
作用，邀请原国际乒联副主席、中国乒
乓球学院院长施之皓与原乒乓球世界
冠军曹燕华等明星讲师为徐汇区社会
体育指导员授课。徐汇区扩大了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影响力，提升指导员的积
极性，完善体育指导员梯队化建设，提
升徐汇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

上海果乒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旗下
有着曹燕华乒乓球学校的强大师资力
量，负责人施总表示，他希望通过专业
的力量带动上海的乒乓球教练员水平
提升，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更多专业
的培训。

同时，徐汇区还在积极协调符合
条件的社会力量搭建运动场景，做成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服务平台，提供更
多基层健身教练上岗就业的机会。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智华（中）颁发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