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 8CHONGQING DAILY

2021年9月 16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张雪原

真抓实干
开创体育强市新局面

我市四单位荣获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守正创新 小道大成
九龙坡区体育事业蒸蒸日上

腾挪、跳跃、引体……在重庆华岩
壁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每天都有大
量年轻人上演“岩壁上的芭蕾”。

攀岩，是当下年轻人最青睐的时尚
运动之一。九龙坡，已经成为全市乃至
全国攀岩运动首屈一指的聚集地。

攀岩运动异军突起

时光回溯到6年前。九龙坡开始思
考，基础薄弱的九龙坡该如何发力，走
出一条有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

当时，重庆市体育局有一个攀岩赛
事，找九龙坡商量：能不能放在九龙坡
来办？

这是一个小众项目。但九龙坡体
育局研究后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
提高，攀岩运动将迎来长足发展。

说干就干，九龙坡便开始着手筹办
攀岩赛事、打造攀岩场馆。目前，九龙坡

建成了全国首个攀岩主题示范公园——
重庆华岩壁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与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管理中心、重庆市体
育局共建了国家攀岩集训队（重庆），并
成功承办一系列国际国内大型赛事。其
中，九龙坡承办的世界杯攀岩赛被国际
攀联授予“推广攀岩运动特别贡献奖”，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国家攀岩集
训队（重庆）斩获2金2银2铜，为重庆竞
技体育作出突出贡献。

冷门项目做成热门

和攀岩类似，九龙坡守正创新，走
差异化发展之路，叫响了国际象棋、空
手道等曾经冷门项目的九龙坡品牌。

以国际象棋为例，九龙坡高度重视
该项目的发展，列为“体育重点项目”和

“教育精品工程”，在30所中小学开设
了国际象棋课程，每年校本课程普及人

数上万人，训练基地常年有1000余人
训练，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
高水平国际象棋训练体系，曾涌现出肖
依依、朱颖等8名国家运动健将。被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授予“全国国际象棋之
乡”称号。

“小种子”带动大氛围

以增强人民体质、满足群众健身需
求为根本出发点，九龙坡不断推动全民
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特别是围绕市民如何科学健身、如
何提升健身技能，创新提出了“全民健身
种子计划”，九龙坡还在全市率先推出以

“全民健身公益列车”为轴线、以“动起
来”为核心理念的特色赛事活动——全
民健身公益列车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
了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技
能，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认可和高度
点赞。

“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锐意创
新，打造体育强区，九龙坡要走一条自
己的特色发展之路。”该区体育局负责
人说。

幸福民生 激活城市活力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万盛实践

来到万盛，首先会看到“羽毛球之
乡”巨型雕塑，矗立在高速路入口中央，
和其它城市不太一样。无处不在的健
身让万盛充满了朝气，处处洋溢着运动
之城、活力之城的风采。

万盛是国家资源转型试点城市，把
全民健身作为推进地区转型发展的重
要抓手，建设独具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务
服务体系。2016年8月，万盛作为全国
体育界别唯一代表城市在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作汇报交流发言，2019年
12月，万盛作为中国唯一城市，荣获首
届国际群体协会使命2030大奖——政
策奖。

健身惠民无处不在

清晨，位于万盛城区的山地奥林匹
克公园迎来了健身“小高峰”。“公园空
气好，健身设施很多，在这里既能健身
又能呼吸新鲜空气，万盛像这样的体育
公园到处都是。”今年65岁的王朝贵
说。

万 盛 是 国 家《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年）》研制实施联系点城
市。近年来，在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

的难题上补短板、下苦功夫，全区体育
场地达到 1255 个，面积总量达到了
68.45万平方米，镇（街）健身广场、行政
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社区体育健身
路径实现全覆盖，形成城市10分钟健
身圈、农村15分钟健身圈。

产业创新助力城乡发展

来到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万盛经开区关坝凉风村，在清澈的溪水
中摸鱼，在葱绿的树下垂钓,在健身步
道上漫步休闲，感觉像置身于世外桃
源。

凉风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近年以
“垂钓”为特色打造的体育旅游景区，先
后举办中国凉风“梦乡村杯”国际钓鱼
比赛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30余次，接
待游客8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9602万元，全村创办微企172户，村民
人均收入从6200元提高到10980元。

据了解，万盛是重庆市唯一的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近年大力实施“体
育+”工程，因地制宜在凉风村、板辽村、
庙坝村等7个国家级贫困村，打造了凉
风“垂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板辽金沙

滩水上运动中心、奥陶纪极限户外运动
基地等10个体育旅游综合体，举办的中
国·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
战赛还成为了重庆市唯一的国家级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体育+”模式和“大众体
育”分别被评为了2017年度和2019年
度国家民生示范工程。

后备人才层出不穷

“从来没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普通
的学生能上北京体育大学。”今年，刚被
北京体育大学录取的万盛羽毛球健儿
沈芸怡高兴地说。

据了解，2007年，万盛成为重庆市
唯一的“中国羽协一级羽毛球学校”，后
又被授予国家羽毛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
地、国家科技体育（定向运动）训练基地、
重庆市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多年
来，万盛一直坚持立足羽毛球、定向运动
竞技体育项目优势，为重庆和国家培养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在众多国际比赛
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向重庆市羽毛球
专业队、八一队和全国重点高校输送优
秀羽毛球运动员30余名。

体育增进民生福祉，激发城市活
力。万盛的体育事业发展之路，在体育
强国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下，继续前
行，越走越宽，打造运动之城、活力之城
的城市形象新名片。

巴南区体育局杨林会
辛勤耕耘 书写巴南体育新篇章

“巴南区滨江路上的自行车道、健
身步道等体育设施成为了健身爱好者
的乐园，不仅提高了城市品质，也满足
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5月
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重点关注并
点赞巴南体育事业发展。

无独有偶。从2019年起，作为国
际品牌赛事的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
奖赛连续两年在巴南区华熙体育中心
成功举办。在2019年的比赛中，央视
转播中国杯总时长近27个小时，全球
转播时长243个小时，直播和录播观众
达3亿人次。

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巴南体育蒸蒸日

上的发展势头和硕果累累的发展成就。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巴南区体育局局长杨
林会和她所带领的队伍功不可没。

回顾发展历程，杨林会说：“一方面
是做好了高度谋划和顶层架构，以人民
为中心，以提升城市品质为方向，为整
体发展锚定了目标；另一方面，则是扑
下身体、撸起袖子，真抓实干，把每一项
工作都做实做细，做到让群众满意。”

在过去10年间，巴南区品牌体育
赛事每年2-3场增长到每年30余场，
赛事遍布城乡，充分满足了广大群众参
与体育活动的需求，提高了生活品质。

发展体育事业，离不开大型场馆设

施的兴建。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华熙文
化体育中心的引进与打造。

2015年，杨林会作为项目牵头对
接具体负责人与巴南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一道赴北京华熙集团洽谈合作。
经过多轮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一致，以
PPP模式成功引入华熙集团投资39亿
元打造重庆首个大型城市体育娱乐综
合体项目。

如今，华熙文化体育中心已成为重
庆知名的体育地标，既是亚洲第一的体
育馆，也是中国西部的时尚聚集地。

除此外，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也在
巴南齐头并进，为巴南的体育强区建设
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将巴南
建设成‘体育之城、幸福家园’，加快实现
体育强区的建设目标。”杨林会说。

重庆市运动技术学院周洪均
两次晕倒训练场 拿下西南第一块金牌

进攻、防守、站立踢、跳动踢、助跑
踢……在重庆市运动技术学院跆拳道
训练馆内，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呼喊声，
运动员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

教练周洪均密切注视着每一个细
节。遇到队员动作不过关，立即叫到一
旁单独指导，动作分解、角度、发力……

24年前，周洪均带着对跆拳道无限
的热爱和对领奖台的向往，成为了重庆
跆拳道运动员。他训练刻苦，成绩优
秀。2009年，因为长年高强度的训练，
让他双膝双踝严重伤病，只能退役，担
任跆拳道教练。

执教4年后，2013年辽宁十二届全
运会上，跆拳道队颗粒无收。消极、负
面的情绪在运动队中快速蔓延，甚至有
好几名主力运动员提出退役申请。

“决不能被困难击垮，哪怕是拼命，
也要把队伍带起来。”周洪均心想。

首先，周洪均创新管理机制，组建
了以运动员为主的队委会，全方位调动
运动员的自主意识，促进运动员由“要
我练”向“我要练”转变。

其次，尽快寻求突破。他将眼光瞄
准了与北京体育大学、解放军队伍的合
作，将周美玲和何茂等重点球员安排在

北体大和解放军队异地训练。
外训期间，周洪均两次累到晕厥，其

中一次因为疲累导致心肌供血不足，同
时伴有心律失常。而训练点很偏僻，离
最近的医院有30多公里。后来医生都
说，他能坚持到医院，也算命大。

他整天都跟运动员在一起摸爬滚
打，几乎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日复一
日，持之以恒，终于取得亮丽的成绩。
如今，周洪均带队收获的金、银、铜牌共
计61枚。其中包括1个世界杯冠军，1
个全运会冠军，5个国际比赛冠军，13
个全国年度最高水平比赛冠军……

“付出就有收获。有收获，再多的
付出都值得。”周洪均说，接来下，他将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带领重庆跆拳道队
创造更多辉煌，为重庆竞技体育的发展
添砖加瓦！

刘邦云

重庆市荣获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重庆市荣获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重庆市荣获2017-2020年度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单位名称

九龙坡区体育局

万盛经开区体育发展中心

姓 名

杨林会

周洪均

单位及职务

巴南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重庆市运动技术学院初级教练员

单位名称
万州区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黔江区体育运动学校

涪陵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

渝中区体育局体育科

大渡口区体育场

江北区体育局综合业务科

重庆市名校联合中学校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育才学校

重庆海棠体育实业有限公司

北碚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科

渝北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群体科

巴南区界石镇文化服务中心

长寿区全民健身中心

江津区全民健身指导中心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社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永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科

南川区体育局体育管理科

綦江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大足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璧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铜梁区龙舞艺术推广中心

潼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荣昌区体育中心

梁平区体育总会

开州区龙英文武学校

城口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丰都县都督乡

垫江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忠县众鹰跆拳道馆

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奉节县体育总会

巫山县体育管理中心

巫溪县尖山镇百步中心小学校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体育总会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篮球协会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体育发展中心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局）

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体育事业组

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关坝镇凉风村村委会

重庆市足球协会

重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跆拳道协会

重庆市乒乓球协会

重庆市健身气功协会

重庆市体育舞蹈协会

重庆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渝中区体育运动学校

大渡口区重点体育运动学校

江北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沙坪坝区体育运动学校

九龙坡区青少年体育学校

长寿区青少年业余体校

重庆麒麟国际象棋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重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壁虎王攀岩俱乐部有限公司

重庆合川龙舟队

重庆华熙国际体育中心

重庆腾龙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

重庆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群众体育研究室

重庆日报文旅副刊部

重庆华龙网体育频道

沙坪坝区体育局

大足区体育局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发展中心

重庆市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

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重庆市财政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重庆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綦江区横山镇文化服务中心

万州区冬泳协会

黔江区篮球协会

九龙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渝北区足球协会

姓名

冉学武

党连霞

黄嗣桓

范 楠

白永刚

陈泽宇

李德华

郭建钢

吴 勇

颜 麟

何 健

张靖林

朱正祥

张夔燕

祝 浪

陈仕刚

明宗勇

陈 爽

李 勇

李立新

黎鹤立

周 亮

张兴红

贺 俊

胡卫东

王青青

胡 忠

龚 宇

马 亮

卢 波

邓 超

望 皓

王国翔

向世海

刘光明

冉光强

龙 骊

温光菊

犹连波

邓可利

刘维碧

李建红

孟现录

牟 琳

邓 丹

古 力

牟燕梅

张琳琨

苟乐乐

冉晓伟

肖 洋

陈郑锋

罗 斌

谭 伟

王修文

程 墨

张明杰

王 嵩

杨清春

徐 丽

林天忠

马红兵

杨林会

蒋中尧

张 熙

郑本益

周迎春

单位及职务

万州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高级工

黔江区体育局体育科科长

涪陵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负责人

渝中区体育局科长

大渡口区重点体育运动学校中级教练员

江北区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沙坪坝区体育局群竞科负责人

九龙坡区体育局业务科科长

南岸区体育发展中心群竞科负责人

渝北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巴南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

长寿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局）体育科科长

江津区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

合川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群体科副科长

永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科一级主任科员

南川区业余体育学校学支部书记

綦江区体育中心副主任

大足区体育局体育科科长

璧山区教委教育科工作人员

铜梁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潼南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主任

荣昌区体育局体育科负责人

梁平区教委体艺科科长

武隆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开州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

城口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科工作人员

丰都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垫江县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中级教练员

忠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奉节县海成小学二级教师、中国篮球E级教练员

巫山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巫溪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事业科科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体育运动中心群体科科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副校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教师

两江新区教育管理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高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发展中心综合部部长

重庆无线电定向协会秘书长

重庆市门球协会副秘书长

重庆市钓鱼协会办公室主任

重庆市轮滑协会秘书长

重庆市排球协会秘书长

花毽项目推广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教练员

原重庆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科科长

重庆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

渝北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初级教练员

巴南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教练员

永川区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校长

江津区体育运动学校竞训科科长

重庆凯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宣处一级主任科员

重庆市残联信息（文体）中心体育科负责人

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部长

重庆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负责人

重庆嵩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津区武术协会副会长、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江北区大石坝东原社区书记、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原北碚区羽毛球协会主席

九龙坡区体育局局长

巴南区体育局局长

长寿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局）党委书记

开州区体育局副局长

荣昌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体育局）副主任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校长

重庆市荣获2017-2020年度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