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8月 8日是我国第 15 个“全

民健身日”，同时 8月 8 日所在周（8 月

7日至 13日）也是我国第一个“体育宣

传周”。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主题为

“全民健身，绘就幸福生活”。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身体活动不

足的情况不断增多。同时，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

改变，学习、工作的压力以及手机的

使用等让久坐行为成为人们生活中

的一种常态。

而身体活动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

关。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身体活动不

足或缺乏身体活动被认为是全球第四大

死亡危险因素，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6%。

与身体活动充分者相比较，缺乏身体活

动者的死亡风险会增加 20%~30%；已

有研究证实，非必要久坐行为累计过

多会危害人群健康，致使肥胖、心血

管疾病、2 型糖尿病以及癌症患病率

提高。

为督促全民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同时也为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我国自 2009 年起，将每年的 8 月 8

日设为“全民健身日”，以期让人们在

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关注自己的健

康，享受运动的快乐。

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

今年 3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

发《2023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以下

简称《工作要点》），提出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政策研究、完

善工作制度、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动冰雪运动

普及发展、推动“三大球”普及发展、推

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壮大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强化各级各类全

民健身组织、加大传播推广力度、推动

形成“大群体”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

等十二个领域重点工作。

“健身去哪儿”一直是全民健身工

作开展过程中的“牛鼻子”问题。近年

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曾经困扰大家

的“健身去哪儿”问题已经有了重大改

善，广大群众的关切已经从健身场地

“有没有”转向了“优不优”。

《工作要点》提出，印发《新时代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开展健身设施强基

础、提质量、优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

《工作要点》同时明确，引导支持地

方增加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等公

共健身设施，加强适老适儿化健身设

施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提升开放

服务水平。支持探索建设国家步道示

范项目和示范区，加强乡村特别是脱

贫地区、沿边地区乡村公共健身设施

更新升级工作，推动各地配建智能室

外健身器材，利用城市“金角银边”配

建嵌入式健身设施。加大场馆开放、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公共场所全民

健身器材配建的督导检查力度。建设

完善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推

动各地推进省、市两级全民健身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进

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支持具备条件的

地区开展“运动银行”和个人运动码试

点。多措并举实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供给的迭代升级。

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给予了高

度关切，不少代表、委员也提出了很多

有建设性的意见。《工作要点》同样聚

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提出鼓励支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

与卫生健康部门开展体卫融合，总结

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卫融合典型经验；

联合相关部门在各地方开展社区运动

促进健康中心（之家）试点，推动在有

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科学健身门

诊；引导、支持社会各方面研制适合不

同年龄人群、不同场景的科学健身方

法，创编各类体育健身科普作品；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举办不同形式的科学

健身大讲堂，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健身、

科学健身。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要点》提出，

加强与相关单位、人群体协、行业体协

交流合作，开展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职

工、农民、妇女、老年人、青少年、少数

民族、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真正实现

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类型、不同

健身习惯和需求人群的全覆盖。

全民健身事业迎来大跨越

7 月 28 日，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在成都正式开幕。圣火盘一

经点燃，光芒盘旋上升，古老的“太阳

神鸟”仿佛展翅腾飞。11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500名运动员相聚于此，共同见

证体育的魅力。

每一场运动盛会，都在向世界展示

活力的中国；每一个跃动的身影，都映

射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诞生了多项

奥运纪录。作为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北

京冬奥场馆之一，这里成为众多滑冰

爱好者“打卡”的新地标。融入敦煌壁

画元素的滑雪大跳台“雪飞天”、国内

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雪游龙”……奥

运荣光载入史册，一大批优质运动场地

设施兴建并开放，中国“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

2022 年 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五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

时深刻指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

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

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

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它的意

义，小中见大。”

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实

施全民健身战略，新时代谱写的现代化

乐章致广大而尽精微。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对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部署。

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

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中央为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统揽全

局、系统谋划，作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的重大决策部署。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的目标。

颁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修订

体育法，征求全民健身条例修订意见，

制订全民健身计划，实施青少年体育活

动促进计划……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

全方位的政策保障。

“村超”，一个接地气的名字。进入

夏天，贵州大山里的这项业余足球赛事

“火”遍大江南北。赛场上，球队由当地

村民选手“拼凑”而成：种菜的、卖鱼

的、建筑工人、饭店厨师……他们因为

热爱体育而走到一起。现场数万观众

山呼海啸，社交媒体上亿万人次围观，

体育迸发出的“幸福能量”扑面而来，

展现出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迈

向体育强国之路，是追求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更愉悦的健康之路。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

共有 422 .68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7.02 亿平方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

的人数超 5 亿，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达到合格以上的城乡居民人数比例

达 90%以上……

从贵州的“村超”“村 BA”，到海南

的“村排”，再到湖南、广东的龙舟赛，

这些新颖的体育形式极大激发了亿万

人民的体育热情和群众体育澎湃的内

生动力，成为中国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推进全民健身的一个新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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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丁思月
下好全民健身“一盘棋”从“动起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