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20年 1月6日 星期一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张雪原

2019年11月10日，中国杯花样
滑冰大奖赛在巴南华熙国际体育文
化中心成功落幕。

在闭幕式上，国际滑联副主席亚
历山大雷科宁对赛事给予了高度评
价：“这就像我在之前说到的这里有
最好的场馆、最好的组织者、最好的
赛事，无疑这些都实现了。”

拥有一流的体育基础设施、专业
的赛事运营能力、高素质的体育运动
人群，以及蓬勃开展的全民健身事
业，体育事业的快速迈进已然成为巴
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国际赛事接连落户

早在2018年，中国冰壶公开赛
就在巴南成功举行，这是位于西南地
区、素以“火炉”著称的重庆市首次举
办国际顶级冰雪赛事，实现了冰雪赛
事在中国西南地区零的突破。

2019年，中国杯花样滑冰大奖
赛又在巴南成功举行。连续两年，国
际冰雪赛事落地重庆，落地巴南。这
不仅是巴南区落实“三亿人上冰雪”
的深入实践，更持续有效地助推了

“北冰南展”的实施和我市冰雪运动
项目的推广普及。

一场场国际冰雪赛事的落地，不
仅给巴南带来了丰富的宣传效果、广
泛的国际关注、可观的经济效应，更
为巴南人民打开了一扇“冰雪运动”
的奇妙窗口，足不出户观看冰雪赛
事、零距离体验冰雪运动……冰雪

“冷资源”逐渐转变为巴南社会的“热
资源”。

全民健身硕果累累

去年10月，以“扬帆远航”为主
题的巴南区第四届运动会开幕式成
功举行。本届运动会共有66支代表
团、600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23个大
项 307个小项的角逐，竞赛项目和
参赛规模都创下了历届区运会之
最。

四年一届的区运会，是充分展示
巴南区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的重要节点。本届区运会
中的全民参与盛况、精彩角逐较量、
后辈人才培养，正是目前巴南体育事
业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9年，巴南区新增社会体育
指导员122人，新增5个单项体育协
会；新建社区健身中心1个、市级社
区健身点6个，累计社区健身点达40

个；新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2套，新
增社区健身路径120条，新建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8个，累计完成建设13
个；全年累计新增体育健身器材
1200多件，新增体育面积6万多平方
米。

四大举措助推体育强区建设

为进一步围绕加快创建体育强
区建设，推进巴南区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巴南区
将从四个方面着力入手，进一步完善
群众体育设施，推动竞技体育发展，
进一步完善青训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体育产业融合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巴南将以体教结合为
突破口，以市区联办空手道、橄榄球
项目为龙头，加强项目优化，形成梯
队布局，进一步完善区级锦标赛体
系，坚持以赛促训，全力做好出席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的各项备战和参
赛工作。

此外，巴南区正在编制出台《巴
南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更有
针对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努力推动巴
南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韩成栋 曹儒威

2019年11月3日上午，由重庆
市体育局、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主办，
大渡口区体育局等承办的世界定向
精英巡回赛暨“智跑重庆”国际城市
定向赛鸣枪起跑，5000多名运动爱
好者以“打卡山城，智跑重庆”为口
号，从大渡口出发，探寻重庆之美。

这场以体育深入融合旅游为特
色的品牌赛事，不仅赢得了参赛者的
一致好评，更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热
潮。而这只是2019年大渡口区体育
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大品牌赛事打造核心亮点

国际定向赛的成功举办，是大渡
口区进一步贯彻落实重庆体育“1+
5+1”行动计划以及打造全国户外运
动首选目的地的具体行动和举措，同
时也为大渡口体育打造了一项高水
平品牌赛事。

该项赛事注重全民参与性，以趣
味运动为核心，在运动+交通工具辅
助的配合下，到达线路上的每一个打
卡点，完成一个个和这个城市息息相
关的运动任务。这是践行全民体育
旅游的创新型尝试，也对重庆打造全
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提升大渡口
的城市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大渡口已经连续7年
成功举办“李雪芮杯”业余羽毛球公

开赛。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
球女单冠军李雪芮的家乡，大渡口借
助“名人效应”，多年来全力助推羽毛
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目前，该项赛
事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最高水平、最具
影响力的业余羽毛球赛事之一，也是
一年一度重庆羽球爱好者的盛会。

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品牌赛事提升城市形象，竞技体
育的成绩则是提升市民自豪感的重
要抓手。

近年来，大渡口区涌现出一大批
竞技体育优秀人才，除羽毛球奥运冠
军李雪芮之外，还有世界武术冠军刘
艳艳、亚洲女子拳击冠军王艳蕊、女
足现役国脚李影等。

2019年，大渡口竞技体育运动
员共参加全国、市级、区级各项赛事
41项，获得金牌78枚、银牌73枚、铜
牌155枚。其中，共有82人代表重庆
市代表团参加了今年的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羽毛球、拳击、高尔夫、武
术散打、足球5项目的预赛，43人进
入决赛，取得了1枚银牌、2枚铜牌的
优异成绩，创历届参赛人数、参赛项
目、奖牌总数之最，获重庆市体育局
授予的最佳组织奖。

此外，大渡口区还有两名运动员
经过层层海选和试训，跨界入选单板

滑雪国家集训队，目前正在积极备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体育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健身需
求，大渡口一直致力于推进各类体育
设施建设。2019年新增社区健身点
12个，其中市级5个、区级7个，全区
社区健身点累计37个。在103平方
公里辖区里，各具特色的体育公园、
社区健身点等星罗密布，已经成为群
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除了硬件设施的增加，大渡口还
坚持举办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
动。其中在2019年“全民健身月”期
间举行了近百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覆盖了门球、篮球、足球、网球、羽毛
球、乒乓球、跆拳道、体育舞蹈等众多
项目。

同时，2019年还新增社会体育
指导员45人，开展“好体育人”志愿
服务体育活动50余次，引领群众进
行科学健身5万余人次，建立“好体
育人”行动示范点8个。

这一系列举措成为群众体育扩
面的重要推动力量，更是把为民惠民
作为工作的基本导向，不断提升群众
的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

韩成栋 鲜菁晶

资生堂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双人表演 摄/冯亚宏

世界定向精英巡回赛暨“智跑重庆”国际城市定向赛活动现场 摄/朱婷

江津：凝心聚力让体育工作更加出彩

人人运动，人人健康，人人幸福，
是实现建设体育强市最重要、最基础
的工作，也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
盼。2019年，江津区体育局深入落实
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区委

“一三三六”发展思路，全区上下凝心
聚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
育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奏响体育运动
进行曲，书写国民健康大文章，让江津
体育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办赛能力显著提高

2019年，一系列顶级赛事落户
江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
际体育高手带来的精彩表演。6月，
区体育局成功承办了2019亚洲田径
大奖赛（重庆江津站），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重庆市第一次承办的国际田
径赛事，区体育局通过精心策划和组
织，为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18个
国家和地区的164名运动员提供竞
赛服务保障。据统计，比赛期间，
13000余名市民前往观赛，网络直播
平台播放量达46.8万人次。除此之
外，区体育局还首次承办了2019中
国足协杯首轮比赛以及2019中国小
篮球联赛（重庆江津赛区）等顶级赛
事。这些赛事的落户，是对江津区承
办高规格赛事能力、综合服务、保障
实力的有力肯定。

全民健身不停歇，众多全民体育
品牌活动齐头并进。2019年，江津
区成功打造了东方爱情马拉松、四面

山生态五项国际挑战赛、“帅乡杯”门
球邀请赛、西湖自行车赛等品牌赛事
活动。足球、篮球、游泳、羽毛球、乒
乓球、网球、钓鱼、象棋等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100余次，活动形式丰富多
彩，深受市民喜爱。

竞技体育人才辈出

在办赛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竞
技水平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区体校
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出征国际比赛共
获得7金3银2铜，代表重庆出征全
国比赛共获得14金14银11铜。其
中，罗小敏和苏小琼两名队员在
2019年EGAT杯国际举重锦标赛中
勇夺5枚金牌，罗小敏在世界青年举
重锦标赛中以抓举104公斤的成绩
打破世界青年纪录，张红梅在2019
年瑞士国际竞走挑战赛中获得女子
10公里冠军。

在单板滑雪项目全国跨界跨项
跨季选材中，区体校武术队古承馨、
李蓉蓉经过层层选拔，正式入选国家
单板滑雪集训队。在国家攀岩集训
队（重庆）测试中，范竞月进入国家攀
岩集训队备战全运会。

每一位优秀运动员的诞生都离
不开区体校的精心培养。2019年，
江津区不断夯实基础，积极开展

“2019年江津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冬、夏令营活动”，举办“小基地教
练员培训班”，人才输送工作稳步推
进。截至目前，已向上级输送228名

优秀运动员。其中，向国家队输送3
名集训队员、向市优秀运动队输送15
名运动员，市专业队在训人数为92
人。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019年，江津区持续推进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社区健身点14
个，累计建成55个。目前，“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已达到行政村全覆盖，
先后建成12个市级乡镇健身广场、5
条全民健身登山步道、2个笼式足球
场、1个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
地，并完成区体育场升级改造工程。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杨雪鸫
来江津调研时，对江津区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2019年，江津区公共体育设施面
积达250万平方米以上，经常性参加
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43.78%，新增
社会体育指导员209人，全区累计达
到3246人。现已形成“一场两馆三中
心”的全民健身新格局，公益性场馆免
费低收费开放全覆盖，政府公共体育
设施免费开放率达到100%。

体育已成为江津区社会事业发
展和百姓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
元素。2020年，江津区将全面构建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高体
育综合水平，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健康
发展。

刘邦云 罗兰

2019亚洲田径大奖赛（重庆江津站）男子800米竞赛掠影 摄/贺奎

大足：体教融合助力体育强区建设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对一个
国家和家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意义。“体教融合”作为大足区新时期
培养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希望工程，一
直以来受到市体育局的关心、指导与
重视，最近一年更是得到国家体育总
局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大足区体育
局以体教融合为抓手促进区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为建设“体育强区”做出
积极贡献。

打造体教融合大足模式

大足区体育局以政策引导、财政
保障、人才引进、学生与学校和老师
三项融合、鼓励社会参与等形式，打
造体教融合大足模式。

2019年，区委专门成立了领导
小组，制定《重庆市大足区体教结合
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明确
一年建立体教结合制度框架、两年青
少年体育运动水平明显提高、三年竞
技水平上台阶的发展目标。区财政
每年出资1000万元，用于青少年的
体育培训、组织参加各类比赛、学生
体育冬（夏）令营，以及青少年体校教
练员、优秀体育教师的培训等。

体教融合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体
育人才的大力支持。2019年，区体
育局引进一批高水平体育人才充实
到教练员队伍和体育教师队伍中，积

极开展体育技能培训班、冬夏令营
等，并选拔优秀体育苗子，组建各类
运动队进行强化训练，实现学校体育
与竞技体育训练的融合，形成强有力
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区体
育局让社会培训机构进入中小学校加
强学生培训。引导体育协会、俱乐部
等各类社会组织派遣高水平运动员进
入学校指导。鼓励体育俱乐部等组织
打造特色体育冬夏令营品牌，组织开
展体育教育的主题冬夏令营活动。以
推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为主线，实现学
生年度体育活动参与率100%，“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到95%
以上，学生体质优良率超过40%。

根据大足区体教结合三年行动
计划，截至2021年，大足将构建8个
重点项目、建成30所竞技体育特色
学校、打造300位基层教练青训骨干
队伍、培养1000名青少年竞技体育
苗子。

全面发展体育事业多点开花

2019年，大足区体育运动设施建
设进程加快，区体育运动中心完成改
造升级工程，新建或升级改造10多处
公园，并配置了健身设施。在镇街，建
成镇（街）文体广场20个、全民健身路
径46套、智慧健身长廊1个，村级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据统
计，大足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63

平方米，基本建成城区15分钟、镇村
半小时的公共体育服务圈。

建好运动设施的同时，大足加强推
进体育事业的治理能力，形成了赛事活
动举办多、社会力量参与深、体育服务
受众广、体育惠民工作实、竞技水平提
升快的良好态势，社会效益愈发凸显。
龙水湖半程马拉松、四国篮球联赛、四
国足球联赛、区运动会等针对不同参与
群体的活动赛事接连不断举行。全区
建成各种体育协会、俱乐部34个，上规
模的社区健身队伍达到52支。区体育
运动中心、双桥经开区体育馆年均接待
人次达50余万，免费开放率达100%，
国民体质合格率达93.2％。

近年来，大足区体育产业加快发
展。区体育企业获得强力的政策支
持，全区已帮助10多家体育企业申报
获得重庆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依托这些企业在海棠新城打造体育健
身、赛事表演、体育文化创意等体育消
费高地。同时，大足通过推进文体旅
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依托大足石刻、
龙水湖度假区、玉龙运动休闲小镇为
核心的大型文体旅综合项目。

大足区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足将继续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全民健身条例》，以体教融合为
抓手，促进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夯实全
民健身的群众基础，壮大体育产业，建
成体育强区，为建设以大足石刻为核
心的国际文旅城提供强大体育支撑
力。 刘邦云 罗兰

澳大利亚（U-22）队的球星们走进昌州小学交流互动 摄/瞿波

巴南：“北冰南展”让冰雪运动渐成品牌 大渡口：品牌赛事塑造核心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