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体育强市路线图
3月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建设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我市建设体育

强市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全面勾画了清晰的建设实施路线图。

三大目标
到2025年，夯实体育强市建设基础。

体育发展体制机制更加顺畅，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项目基本完
成增项和扩项，体育产业布局合理、体系完
善，市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成
为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到2035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市。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9%，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2.5平方米，《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
格以上城乡居民人数比例达到93.9%。竞
技基础项目得到巩固，“三大球”(足球、篮
球、排球)水平明显进步，全项目参加全运会
并在奥运会、全运会、全国冬运会等国际国
内重大赛事中创造佳绩，综合实力显著提
高。积极申办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体
育产业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

到2050年，全面建成体育强市。市民
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城市
影响力西部领先、全国前列，体育成为重庆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事
业。

5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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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体育强市 重庆迈出坚实步伐

扎实推进
重庆体育结出累累硕果

风正帆满，阔步前行。近年来，全
市体育系统团结一心、奋力实施体育

“1+5+1”行动计划，有力推动了体育
事业创新发展，精神面貌持续向上，体
育工作新局面持续巩固，培养出施廷
懋、李雪芮、李大银、别舸、谭中怡、雷
挺婕、杨鼎新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并
在各级各类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如
期完成了体育“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

体育公共服务更加充分。实施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行动计
划，编制《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
2020年）》，颁布《重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建立全民健身联席会议制度，建
成907个农民体育工程、1400个社区
健身点、75个乡镇健身广场、31个社
区多功能运动场、25个社区健身中
心，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由

“十二五”时期的 43.28%提升至

47.65%。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
的地成效明显，先后有13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13000余人次境外运动员
来渝参赛，30000余人次境外观众来
渝观看比赛。

竞技体育实力更加强劲。实施备
战“十四运”行动计划，全面拓宽多元
化备战路子。举办永川国际女足锦标
赛、亚洲田径大奖赛等高规格国际赛
事21场，全国跳水锦标赛、全国田径
冠军赛暨大奖赛等全国性赛事66场，
打造出中欧篮球冠军杯、重庆羽毛球
公开赛2项自创品牌赛事。参加里约
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性赛事获得奖牌
134枚（金牌86枚），参加“十三运”等
全国性重大赛事获得奖牌740枚（金
牌228枚），在涪陵区举办了重庆市第
五届运动会。成立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统筹发展冰雪运动，向国家单板滑雪
队输送29名队员；组建雪车、单板滑
雪、冰球、花样滑冰、速度轮滑、雪橇、
冰壶7个项目，积极备战第十四届全
国冬运会。

青少年体育工作更加有效。实施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行动计划，积
极打造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平台，命
名创建了464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单
项训练基地，共有国家级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12所、国家级青少年户外体育
活动营地6个、全国示范性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8个、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350个，后备人才在训规模常年
保持在2.7万人左右。参加二青会揽
获15枚金牌、23枚银牌、37枚铜牌和

“体育道德风尚奖”。组织160余期冬
夏令营，参与青少年达20余万人次，
青少年身体素质明显改善。

体育产业发展更加稳健。实施体
育产业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制定出台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等8
部规范性政策文件，与重庆银行等8
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向全市体
育产业提供总额不低于650亿元的意
向性融资支持，推进体育场馆“两改一
建”，创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和省级体
育产业基地。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504.72 亿元，较“十二五”时期增加
241.9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7%，体
育产业增加值占同期我市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0.9%。

体育基础设施更加配套。实施体
育基础设施振兴行动计划，加强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计，加大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开工在建大田
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等市级重点
体育工程，建成投用市运动校新校等
体育基础设施，争取中央资金3.6亿元
建成296块社会足球场、26个全民健
身中心、5个县级公共体育场，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1.75平方米，提前1年突
破“十三五”人均1.7平方米的目标。

多措并举
奋力迈向全新发展目标

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重庆体育将
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进一步
把握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奋力向前、努力实现新
发展目标。

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时期，我市要深入落实《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严格按照《体育强市建设实施
意见》要求，根据体育发展规律，结合
实际，全面谋划新发展阶段的举措和
思路，一方面要使体育工作更有高度，
竞技体育项目完成增项和扩项，体育
综合实力更加坚实，参加各级各类体
育比赛能摘金夺银，加大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突出户外运动项目设施，
打造成为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另一方面要使体育工作更有温度，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市
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人
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更加增强。同
时，还将丰富赛事活动，加强体育宣
传，加大体育融合，优化体育产业，全
面释放体育的活力与魅力；加强体育
人才培养，确保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对于具体的发展目标和实施举
措，市体育局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
和清晰的思路。

一是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全面建成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可持续
发展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积极申办承办更
多更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国内群体赛
事；着力提升全民健身信息化水平，加
快构建全民健身智慧服务平台；城市
社区全面建成“15分钟健身圈”，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

二是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拓宽共建运动队路子，扩大全
运会备战规模，优化运动项目布
局，抓好“三大球”“三小球”“三个
基础大项”，力争在“十五运”周
期全项目参赛。每年申办一批
国际级国家级重大比赛、每年
固定承办一批国际高水平赛事、
每年自创举办一批精品赛事活
动。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重
庆特色，精心筹办2022年世界举
重锦标赛、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
加强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促进体育
项目职业化发展。实施“六个人工
程”，加强教练员、竞技体育管理人员、
裁判员、体能训练师、心理训练师、康

复师六类人才能力素质培训，提升人
才质量，助推科学发展。

三是全面搭建青少年服务体系。
落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行动计
划，健全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健
全市级青少年竞赛体系，完善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深化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单项训练基地创建工作，强
化教练员队伍建设。深化体教融合，
形成思想融合、目标融合、资源融合、
举措融合的体教融合新体系。配合教
育部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使学生
普遍掌握1—2项体育技能。

四是全面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落实体育产业加快发展行动计
划，加快完善体育产业发展体系，大力
发展户外运动业，着力打造竞赛表演
业，推动场馆服务业改革，积极培育中
介培训服务业，壮大体育用品业，稳步
发展体育彩票业。拓展体育产业领
域，创新“体育+”“+体育”发展模式，
拓展体育产业新业态。持续壮大体育
产业市场主体，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环
境，构建主体多元、有效竞争、充满活
力的市场格局，将体育产业打造成为
新常态经济增长新引擎，体育产业总
规模达到1000亿元。

五是全面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落实体育基础设施振兴行动计划，
建成龙兴专业足球场、大渡口康体城国
际小球赛事中心、奥体中心综合馆等一
批国际标准的体育赛事场馆，实现中心
城区初步具备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能力；推进区县体育场馆设施的规划和
建设，逐步实现区域性中心城市及有条
件的区县具备承办全市综合性运动会
和国家级单项赛事能力。大力推动户
外运动设施建设，基本满足立体化全方
位开展户外运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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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冰球锦标赛（蓝衣为重庆队）

（一）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全民健康整体水平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完善全民健身组织体系。
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

（二）夯实竞技体育项目建设，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优化竞技体育项目结构。
构建科学训练体系。
围绕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基础。
强化竞技体育服务保障。
推进举办高水平赛事和发展职业体育。

（三）完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现代体育产业体系。
培育体育市场主体。
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体育产业服务水平。

（四）加强体育文化宣传推广，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
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民族民间体育文化。
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
加强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交流。

（五）深化川渝两地体育合作交流，实现成渝地区体育事业融合发展
推动川渝体育融合发展和合作交流。

2020重庆马拉松

2月 19日，重庆市体育
局、四川省体育局共同召开
视频会议，签署《川渝体育深
化融合发展施工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协作
协议》，有力推进了两地体育
融合发展抓实走深。

3月1日，重庆市第六届
运动会开赛仪式在永川体育
馆成功举行，正式开启了市
六运会各单项比赛的精彩角
逐。

3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中国
国际象棋国家队2021年集
训通知，我市7名队员成功入
选，这既是对重庆国际象棋
水平的肯定，也是我市竞技
体育发展的一大亮点。

3月 25日，在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U19女篮预选赛
中，重庆青年女篮表现出色，
以五战全胜的优异成绩，取
得小组第一，成功挺进全国
八强。这也是重庆篮球时隔
12年后重获全运会决赛入场
券。

4月 18日，作为重马系
列赛之一的重庆长嘉汇半程
马拉松赛成功举办，18000
名马拉松爱好者在南滨路尽
情奔跑。而在此前后，永川
马拉松、璧山马拉松、大足龙
水湖马拉松等多场赛事陆续
举行，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
潮。

在重庆，诸如以上的事
例不胜枚举。而这正是重庆
体育不懈努力，奋力推进体
育强市建设迈出新步伐的真
实写照。

施廷懋获得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亚军

重庆青年女篮挺进全运会八强

龙兴足球场效果图

重庆青少年足球蓬勃发展

18条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