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5日 星期一 A本版编辑 郭知欧 11青少年体育

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运”育未来 向新出发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2月 2日，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工作会议在东方体育中心召开。
会议总结了2023年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工作，部署2024年工作。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
彬，副局长宋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王浩，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党委书记王海威出席会议。市体
育局、市教委相关处室，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及各运动项目中心、市青
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市级体校、各区体
育局以及相关项目协会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为
获得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
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并在讲话中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上海体
育发展条例》都明确提出“优先发展青
少年和学校体育”，各单位要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认识青少年
体育工作的战略性地位。2024年，要
紧紧围绕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提升、
培养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两个主
要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正视上海在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青少年体育普及、体
教融合等方面面临的瓶颈和挑战，推
进青少年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
强化体教协同合作，优化“一条龙”人
才培养体系，服务学校体育发展，推动
体教融合取得新突破；二是完善各区
重点项目布局，全力推动区级体校改
革，加强重要训练阵地建设，夯实人才
培养阵地；三是提高选材育才质量，提
升科学训练水平，加强青训教练员队
伍建设，推动科技赋能；四是推进优化

训练体系，充分发挥各项目中心教研
组作用，加强一、二、三线贯通；五是完
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丰富活
动供给，打造品牌赛事，培养终身运动
者；六是注重立德树人，以体育人，加
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宣传教育，以
体育正能量促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回顾总结了
2023年本市青少年体育工作情况，并
对 2024 年青少年体育工作进行部
署。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工作
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
深入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工作。强化

“一条龙”学校训练管理，完善训练竞
赛组织管理机制。积极服务学校体育
发展，推动体校、社会俱乐部和普通学
校合作办训。会同市教委启动实施学

校体育教师公益培训千人计划，共同
举办“青少年健身公益开放日”活动，
倡导公共体育场馆以及体育社会组织
向中小学生公益开放。会同市教委做
好2024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组织工
作，积极推进项目校园普及，着力选拔
优秀体育人才。二是着力完善青少年
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青少年
体育夏令营、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寒托
班）体育培训课程配送，推动青少年掌
握2-3项体育技能。继续举办“MAG-
IC 3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
赛”、“奔跑吧 少年”青少年体育主题
四季活动等青少年体育系列活动，提
升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影响力。
加快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强化青少
年体育精神培育，注重仪式教育，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三是
持续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强
化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本
市青少年高水平运动队等后备人才重
要阵地建设。深化三种模式办训改
革，推进区级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试
点建设，加强对“一条龙”布局学校课
余训练管理，评定新一轮本市“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提升青
训科学训练水平，推进科学选材育才，
促进一、二、三线有效衔接。制定上海
市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改革方案。规
范青少年高水平赛事组织，强化青少
年体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

会上，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与市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浩共同揭晓了

2023 年度上海市青少年体育榜单。
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为2021-2024国
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授
牌。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浩为
2021-2024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代
表及2023-2026年度上海市青少年高
水平运动队（区属）代表授牌。市竞体
中心党委书记王海威为2023年上海
市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团体奖牌
奖”单位代表颁奖。

上海市竞技体育备战办公室训练
体系贯通（选材育才）委员会、徐汇区
体育局、上海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三
家单位有关负责人分别从一、二、三线
贯通以及体教融合与社会办训三个方
面作了交流发言。

在比学赶超中提升训科医一体化能力

上海优秀运动队“大比武”！
教练、科研、医疗、领队携手并肩，

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技能大比武！1
月30日下午，上海市优秀运动队训科
医一体化技能大比武在崇明体育训练
基地举行。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徐彬，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陆檩，
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王
海威、主任王励勤出席活动并为获奖
团队颁奖。

徐彬对一年多来训科医一体化所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肯定。他指
出，当前竞技体育是科技创新引领发
展的时代，教练员作为训科医一体化
团队的核心，要加强对项目发展趋势、
制胜规律的认识，把好前进的“舵”；团
队成员要统筹资源，密切协作，形成合
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为训练与比赛的目标扬起“风
帆”。对下一步工作，他提出了四点要
求：一是希望大家以最广泛的参与、最
深入的协作、最紧密的团结，共同推进
训科医一体化建设；二是希望大家以
最先进的理念、最前沿的技术、最创新
的方法，引领训科医一体化发展；三是
希望大家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
最实的举措，落实训练备战工作；四是
希望大家以最坚定的信心、最昂扬的
斗志、最振奋的精神，迎接每一次挑
战。

本次活动由上海竞技体育备战办
公室训科医一体化委员会主办，上海
市体育科学学会承办，上海市竞技体

育训练管理中心、上海体育科学研究
所（上海市反兴奋剂中心）、上海市体
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共同协办，旨在
进一步夯实上海市优秀运动队训科医
技能水平，检验基础建设阶段成果，在

“比、学、赶、超”的氛围中强化业务能
力。活动主题为“比学赶超强技能，一
体融合促提升”，共有田径、自行车、排
球、游泳、赛艇皮划艇、射击射箭六支
队伍参赛，通过团队形式展现训、科、
医的融合程度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大比武分为基础题必答、情景论
述和进阶抢答三个环节，既有选择题、
必答题，也有场景应用题，综合考评领
队、教练、科研、队医的训科医一体化
水平。经过三轮的激烈比拼，最终排
球训科医一体化团队获得金牌；赛艇
皮划艇、射击射箭训科医一体化团队
获得银牌；田径、自行车、游泳训科医
一体化团队获得铜牌。排球训科医一
体化团队获得最佳人气团队奖，自行
车训科医一体化团队教练员梁效忠获
得最佳个人表现奖。

“今天参与的过程是我们平时工
作中践行训科医一体化的缩影。”市竞
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排球运动中心党
支部书记王健表示，目前中心已形成
教练、体能、医疗、数据、科研五个组，
每周举行训科医一体化例会，每月进
行阶段性总结。“通过这次参加大比
武，不仅促进了中心五个组的融合，同

时也是一次向同行学习、交流、提高的
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邀请了
由资深教练、三甲医院主任医师、高等
院校教授等七位顶尖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通过点评帮助各团队进一步提升
业务能力。专家组组长、上海市体育
局原巡视员、国际箭联技术代表郭蓓
表示：“这次大比武实现了不同岗位一
起练兵，体现了训科医一体化的理念，
是冬训抓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更是
学习、交流的平台，有效提升了训科医
一体化的工作机制。”

2021年陕西全运会后，市体育局
成立了训科医一体化委员会，在上海
市优秀运动队启动训科医一体化体系
试点工作。一年多以来，一体化委员
会围绕“训科医发展一体化、管理平台
一体化、综合能力一体化、科研课题一
体化”目标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今年冬训是奥全运备战
的关键时期，备战办通过新增试点项
目、举行训科医一体化示范课、开展训
科医一体化技能大比武活动等举措，
深化推进训科医一体化建设，促进运
动队不断提高科学训练水平。

市体育局备战办、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武术院（市健身气功管理
中心）、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体科所
（市反兴奋剂中心）、市体育训练基地
管理中心负责人，以及市足协、久事网
球等社会办训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右一）为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单
位和个人颁奖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这次大比武实现了
不同岗位一起练兵，体
现了训科医一体化的理
念，是冬训抓能力提升
的重要举措，更是学习、
交流的平台，有效提升
了训科医一体化的工作
机制。

——专家组组长、
上海市体育局原巡视员、
国际箭联技术代表郭蓓

通过这次参加大比
武，不仅促进了中心 5
个组的融合，同时也是
一次向同行学习、交流、
提高的机会。

——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排球运动中
心党支部书记王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