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荣

7月 10日，黄浦区体育总会换届
大会暨第三届会员大会在黄浦区体
育社会组织共享空间大厅顺利召
开。来自市、区两级体育社会组织、
合作企业以及黄浦区的学校和合作
场馆等127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黄浦区体育总会第二届法定代
表人、秘书长李皑代表第二届理事会
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和总结
了第二届理事会在区委、区政府和区
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上海市体育
总会、上海市民政局和黄浦区民政局
的业务指导下，紧紧围绕黄浦区各阶
段体育事业发展目标，不断强化自身
建设，完善服务规范，充分发挥区体
育总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因势利
导，创新求变，凝聚合力，为优化体育
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完善体育公共服

务体系，助力黄浦区体育事业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黄
浦区体育总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三
届监事会、理事会及领导班子成员。
黄浦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沈云连
任上海市黄浦区体育总会第三届理
事会会长。

沈云在讲话中指出，本次大会是
一次承上启下的会议，新一届理事会
将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务实体育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体育需求；坚持改
革创新，不断激发和释放体育社会组
织的创新活力；坚持协同联动，丰富
体育社会组织基层治理新格局，努力
推进黄浦区体育总会各项工作不断
取得新突破、新成绩和新进步。

上海市体育总会秘书长章璐、
黄浦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欣发表了讲

话。章秘书长对黄浦区体育总会今
后发展提出了三点要求和希望。一
是要加强引领作用，规范组织发
展。充分发挥区体育总会与体育社
会组织联系、联合、联动的独特优
势，做好纽带、搭好桥梁，推动体育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规范发展。二是
要夯实人才队伍，激发组织活力。发
挥社会体育指导员、裁判员、业余教
练员在各单项体育协会中的重要作
用，积极引导广大市民科学健身，培
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能力。三
是要加强互动交流，促进融合发展。
以打造具有国际化发展特征的品牌
体育赛事为抓手，以推动社会组织长
期健康发展目标为导向，进一步整合
资源、跨界合作，推动商旅文体展融
合发展，为提升黄浦体育公共服务
水平，打造上海体育国际交流窗口
做出新贡献。

助力体育事业取得新突破、新成绩、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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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模式”取得成效，“新三年计划”已启航——

运动促健康运动促健康，，上海交出民生答卷上海交出民生答卷
运动与健康，围

绕这两者间的有效联
动，一条康庄大道已
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
中。就在上周，随着
《上海市运动促进健
康计划（2024-2026）》
的发布，一幅新三年
的蓝图徐徐展开。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回望过去三年的成果时，先来
看一些数据。截至 2023 年底，上海
各区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136
个，跟踪研究显示，在长者运动健康
之家锻炼的老年人医保支出平均下
降约15%；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六万
余名，平均年龄下降到43岁左右；上
海体育消费券的配送超 1.2 亿元，每
年支持500至700家体育场馆参与；
建成智慧健康驿站238个，完成全国
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试点任
务……这些都是《上海市运动促进健
康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
成果。

2021年以来，上海市体育局、市
卫健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共同制定
全国首个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的
专项计划——《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截
至2023年底，本市第一轮运动促进健
康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
米，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全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50%左右，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
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在97%以
上，市民平均期望寿命保持世界发达
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

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在六个方
面有的放矢，循序推进。从收效来看，
成果可喜。

第一，加强运动健康政策保障。市
政府印发《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年）》，将“体医养融合”作为
重要举措。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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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立运动促进
健康新模式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市人
大制定《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第十二
条专门设置“运动促进健康”条款。

第二，完善运动健康场地设施。
推进健身设施补短板，建设社区市民
健身中心、健身步道等设施，纳入市委
市政府新一轮民心工程和年度为民办
实事项目。

第三，加强运动健康人才培养。
组织“体医交叉培训”；在全国率先试
点运动健康师，建立运动健康师与社

会体育指导员之间的互认机制；推进
社会体育指导员改革；成立上海市运
动促进健康专家委员会等。

第四，积极试点运动干预项目。
有效开展各类运动干预项目，例如，上
海体育科学研究所试点开展社区老年
人运动认知双任务干预，杨浦区与上
海体育大学携手试点“社区（运动）健
康师”，宝山区成立运动健康促进中心
等。

第五，开展社区体育服务配送。
将体育服务配送纳入上海市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基本实现各个街镇全覆盖，
每年线上线下服务市民超百万人次；
举办上海市民体育科学大讲堂等。

第六，营造运动健康社会氛围。
结合全民健身日、体育宣传周，举办科
学健身指导体验周活动；办好上海市
社区健康运动会；组织开展“慢性病综
合防控”“运动伤害防治”“科学健身助
力老年人健康”等主题活动；修订上海
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评估办法，将

“300指数”升级为“600指数”，每年发
布全民健身发展报告等。

体育消费券配送超体育消费券配送超11..22亿元亿元
相关老年人医保支出下降相关老年人医保支出下降1515%%

正是在评估总结第一轮运动促进
健康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市体育
局会同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总工会、市残联制定了
《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计划（2024-
2026）》（以下简称“新一轮三年行动
计划”）。

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的发展目标
是：到2026年底，上海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2.7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51%左右，市
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人均期望寿命等主
要健康指标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上海
特色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不断健全
完善，推出一批运动促进健康的创新
品牌和项目，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

硬件是开展体育锻炼的核心前提
之一，所以在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的
12项重点任务中，公共体育设施的“做
加法”也被很自然地放在了醒目位置
上。据了解，全龄友好服务正被融入
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全

过程中，“一老一小”全生命周期的体
育健身服务将得到更多覆盖。

12项重点任务中另一重点是体医
融合运动促进健康计划。市体育局、
市卫健委已组织开展多期“体医交叉
培训”，培养能提供科学运动建议的社
区医生和能指导慢病患者体育锻炼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跨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培训，发挥体育锻炼在慢性病
防治中的作用。未来，上海将鼓励具
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与科学健
身相关的特色门诊，同时也将致力于
打造一批国内先进、上海特色的体医
融合运动促进健康机构。

12项重点任务中的另外10项任
务是：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推广计划、体
质监测服务常态化计划、青少年体质
健康促进计划、职工体育高质量发展
计划、老年人体育服务提升计划，残疾
人社区体育康复计划、军民融合共享
健身计划、体育服务配送全新升级计
划、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和运动健
康科普助力计划。

公共体育设施更友好
经常锻炼人群占比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