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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海 人人来赛

四年等一回“阿拉的奥运会”
覆盖面更广，参与人群有年轻化趋势，社会力量办赛的

热情更高且参与性更稳定，市民满意度逐年提升，社会经济
效益显著……挥别2023年，迈入2024年，申城的全民健身
事业依旧行在路上，而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市民运动员便是

“阿拉”今年的重头戏之一。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评估报告给出重磅数据

徐汇区举办青少年
体育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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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足联赛
参赛人数创新高

当2024年申城的第一缕曙光升
起时，结合本市的迎新主题健身系列
活动，上海市第四届市民运动会也开
启了序幕。

自2012年赛事诞生之日起，市民
运动会就以“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
民健康”为宗旨，以“提高市民身体素
质、提高体育健身人口、提高社会参与
程度”为目标，着重突出“大众化、生活
化、社会化”的理念。由于办赛时间和
奥运会同步，所以市民运动会也被大
伙儿称为“市民身边的奥运会”。按照
每四年举办一届的规律，今年将是它
第四届举办。本届市民运动员正式的
开幕式日期被定在4月下旬，而闭幕
日期则是11月下旬。

从第一届办到了第四届，今年市
民运动会的总体设计将更具创新性，
赛事体系和项目设置更加灵活多样，
办赛标准更高，覆盖人群更广，旨在进
一步满足广大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
运动促健康需求。

第四届市民运动会由竞赛板块和
活动板块组成。竞赛板块分为65个
比赛类项目、15个展演类项目及2个
达标类项目；活动板块包含40个市级
品牌活动和16个区级品牌活动。

其中，市级品牌活动是经选取的
群众基础好、市民参与度高、人群覆盖

率广的活动。所有市级品牌活动都将
以招投标的形式招募办赛单位。而区
级品牌活动方面，组委会将继续引导
各区培育本区的综合性品牌赛事活
动，提升各区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和区
域人群覆盖率。

竞赛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级：总
决赛、选拔赛和基层竞赛。第一层级
为总决赛，80个竞赛项目都将举办总
决赛；第二层级为选拔赛，16个区举办
区级选拔赛，市级机关工委、市总工
会、市教委也将举办行业选拔赛，80
个竞赛项目共举办 280 个市级选拔
赛；第三层级为基层竞赛，为街镇赛
事，与社区健康运动会相结合。总决
赛和市级选拔赛都将通过招投标方式
招募办赛单位。

此外，数字化转型也将为本届市
民运动会提质增效。组委会将进一步
优化赛事申报、审核、发布和报名一站
式管理平台功能建设，提升官方网站
和关联小程序的服务能级。优化机制
建设提升市、区赛事平台数据关联度，
全方位掌握各区、各层级群众体育赛
事信息，夯实数据决策依据和基础。
借助市民运动会平台，各办赛单位将
努力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充分发挥体
育促进消费的功能和价值，着力提升
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广覆盖 年轻化 更满意

浩浩荡荡起跑的马拉松赛，魅力
常青的各项球类运动，健身房里进进
出出的锻炼人群和参赛者，还有越来
越多“体育+商圈”的联动……在热热
闹闹发展了这些年后，如今申城全民
健身事业的“水温”到底如何了呢？
这不能全靠“毛估估”，最好还是用数
据来说话。近日，《2021-2023年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三年影响力评估报告》
正式发布，为大家带来了更多数据参
考。

评估报告显示，这三年间，城市业
余联赛的办赛水平和办赛质量不断提
高，在助力健康上海和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覆盖面
更广，参与人群有年轻化趋势，社会力
量办赛的热情更高且参与性更稳定，
市民满意度逐年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显著……整体来看，这份评估报告给
出了以上重要线索。

与2021年时相比，2023年城市业
余联赛全年的赛事活动场次从6121场
增加到 7895 场，赛事总体满意度从
92.08%提升至95.35%，赛事忠诚度从
80.82%提升至94.84%，赛事推荐度从
84.13%涨至95.25%。综合三年数据，
有 2550 万人次已参加过该联赛，其
中，25岁至44岁群体占比最高，达到

44.37%；私营/民营企业是城市业余联
赛的重要办赛主体，占比65.53%，践
行了联赛“开门办赛”的核心理念。

2023年，共有249家社会组织和
企业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成为城市
业余联赛的合作伙伴，共举办赛事活
动7895场，共有850万人次参与，其
中包括：线下赛事活动7269 场，527
万人次参；线上赛事活动626场，323
万人次参与。2023年城市业余联赛
安排政府引导资金 2500 万元，实际
吸引社会办赛资金 1.5 亿元，为上海
各行业带来的产业效应是赛事投入
的57倍。

本报记者 丁荣

1月 1日，2024 年“战帕·趣味乒
乓”迎新联谊活动在中国乒乓球博物
馆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近50名
帕友和20名乒乓球爱好者用一场乒
乓球赛事迎接2024新年的到来。

20名乒乓球爱好者激烈的比拼
调动起了帕友们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热
情。随后，近50名帕友参与了小桌手
机乒乓球擂台赛、弹簧球击打、乒乓跃
龙门、飞运乒乓球四项乒乓趣味活动，
切身感受了乒乓球的乐趣。

去年10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
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共同举办了
乒乓球大讲坛之《帕金森与乒乓球系
列公益讲座第一讲》。本次活动作为
《帕金森与乒乓球系列公益讲座第一
讲》的后续系列活动，旨在通过乒乓球
促进帕友康复，建立相互交流平台。

本次活动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上海市体育局委员会、上海市乒乓球
协会、上海市体育科学学会共同主办。

乒乓联谊迎新年

上海“体医融合”
助力帕金森康复

本报记者 丁荣

1月6日，2023年上海市国家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嘉定区开班。来
自各区以及单项运动协会的226名指
导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主办，上海市体育局承办，上海市社
区体育协会协办，培训为期两天。培
训进行了广泛发动，参与本次培训的
226位学员中，各区符合条件的相关
指导员有139人，此外还有来自龙狮、
轮滑、跳绳、社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
会等市级协会推荐的87人。

本次培训班学员呈现“年轻化”
“专项化”特点。其中不乏来自于退役
运动员、项目教练员、在职体育教师
等。他们自身具有较高的体育专业素
质和教学能力，将通过此次培训学习
完成从自身能力向能力输出的转变，
从工作岗位向公益服务的转变，成为
打通“科学健身最后100米”的核心力
量，让更多市民感受运动乐趣，推动全
民健身运动的普及。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业内大咖、专
家学者担任培训导师。上海体育大学
原党委书记戴健教授讲授《激发社会
体育指导员强大效能，汇聚全民健身

人才队伍磅礴力量》。此外，还有上海
市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向会
英、上海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刘兵、中国
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张祖平、上海体
育大学资深教授曹可强等专家学者为

学员带来《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解
读、社区体育基层公共体育事务治理、
体育志愿服务精神、体医养融合与运
动促进健康、体育赛事策划与组织管
理、社会体育指导员科学指导与沟通

方法、急救实践操作课程与考核等培
训。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培训注重劳
逸结合，在课间休息时段安排了健身
气功八段锦帮助学员调整状态，在晚
间安排了健身技能传授，帮助学员在
运动健身中提升自我。

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副处长黄海
松对2023国家级社会体育开班表示
祝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学
员要把握学习机会，提高科学健身指
导水平；二是要做好角色转变，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践行指导员奉献、服务、
健康、快乐的宗旨，做好全民健身“公
益人”；三是要发挥自身优势，为群众
提供专业科学健身指导，为全民健身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积极营造
“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
身”的全民健身环境，推动社会体育指
导员改革工作，打通人才壁垒，引导更
多高水平体育人才参与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逐步打造年轻化、专业化、多元
化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塑造更多全民健身“公益人”
2023上海国家级体育指导员培训开班

贯穿全年 体系灵活
大众化 生活化 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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