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健身广泛开展 竞技体育持续提升
——“建设体育强市”一周年·重庆体育发展纪实

2021年2月2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由此全面开启了我市奋力建设体育强市的帷幕。
一年来，全市体育系统沉心静气、埋头苦干，守正创新、奋勇前行，以推进体育强市建设为主要抓手和重要目标，紧紧围绕“五大重点任务”，积极促

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呈现出了“参赛办赛亮点纷呈、竞技体育持续提升、全民健身蓬勃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扎实推进、体育产
业发展积极稳健、体育设施全面提升、智慧体育稳步实施、综合保障水平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建设体育强市迈出坚实步伐。

重庆广泛开展马拉松、铁人三项等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

以施廷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运动员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创造佳绩

连续5年举办重庆市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成渝联办的专业体能赛等多项品牌赛事活动受到市民追捧

有序推进大田湾体育场馆保护与利用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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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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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进展
一是全面树牢人民至上的服务

理念。面对疫情挑战，全市体育系统
主动作为，努力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健
身服务，78个单位、67名个人被国家
体育总局分别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

二是全面加强组织体系建设。
市区两级体育总会实现全覆盖，体育
组织在全市乡镇一级实现全覆盖；
2021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5463

人。
三是全面加强体育健身指导。

开展健身项目培训、科学健身讲座和
健身技能展示推广416次，鼓励体育
专业技术人才参与编写全民健身科
普读物、录制教学短视频开展视频健
身指导服务；社体指导员开展“六进”
活动指导群众健身25万余人次。

四是全面加强群众身边健身设
施建设。组织实施10条两江四岸智
慧健身长廊、10个乡镇健身广场、
100个农体工程等项目建设；投入
1100万元在55个乡镇（街道）开展
全民健身设施器材补短工程；全市
69个公益体育场馆低免收费开放，
且延长开放时段。

五是全面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以打造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为
牵引，圆满完成市政府重点民生实
事100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举办
龙舟公开赛、马拉松、铁人3项品牌
赛事及广播体操等系列赛事活动
300余场；开展线上街舞挑战赛等
线上系列群众赛事活动超1000场；
成功举办市第四届老年人运动会、
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

六是智慧体育建设稳步实施。
积极推动“重庆体育大数据中心”项
目建设；对全市健身设施逐项逐片展
开智能化升级。完成智慧步道、智慧
健身长廊、智慧马拉松、智慧体育场
馆、智慧足球乐园5个场景建设任
务。

下一步计划
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全面开展健康中国重
庆行动。

充分发挥区县体育总会的作用，
强化体育社会组织监督，丰富完善群
众身边的体育组织。

加快科学健身指导资源整合，探
索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活动状况
调查和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新模
式，推进居民健身档案建设与服务。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继续推进实施全民健身补短板
工程，推进城市社区打造“10分钟健
身圈”。

持续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
的地，指导各区县科学规划和打造户
外运动品牌赛事。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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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高水平赛事和发展职业体育
实施进展
一是成功举办市六运会。运动

会开幕式精彩呈现，现场观众近3万
人、线上观众70余万人次，新媒体平
台累计观看量超1000万人次；全市
12778名运动员在历时92天的比赛
里，角出金牌1126枚，共计96人234
次破95项重庆市纪录；“办赛精彩、
参赛出彩”的既定目标成功兑现。

二是全面做好十四运会出席参
赛工作。重庆代表团参加了29个大
项171个小项的竞技项目资格赛，
232名运动员获得出线资格，出线人
数大幅提升，决赛共获得2枚金牌8
枚银牌2枚铜牌，实现奖牌数超越上
一届的目标，尤其是武术散打、武术
套路、足球项目获集体银牌，创造了
历史性突破。

三是全力做好东京奥运会保障
工作。保障施廷懋、袁心玥代表国家
出席东京奥运会，施廷懋揽获跳水项

目女子三米板双人、单人2枚金牌，
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重庆增添了光
彩。

四是保障重庆运动员出席北京
冬奥会。重庆越野滑雪运动员王强
代表国家出战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
男子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男子
50公里等4个项目的比赛，刷新中
国越野滑雪男子个人短距离（自由技
术）项目的历史最佳战绩，并在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代表全体运动员庄
严宣誓。这是重庆首次有运动员亮
相冬奥赛场，开创了重庆冰雪运动的
历史。

五是积极推进职业足球发展。
推动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
改革工作，为推动职业足球良性发展
创造条件，2021中超联赛成功保级。

六是圆满完成办赛任务。一年
来，高质量完成2021年全国田径锦
标赛、2021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
（第一站）、第28届全国攀岩锦标赛
等十余场全国性比赛的组织办赛工
作。

七是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创建
119个重庆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单
项训练基地（其中重点单项训练基地
77个），命名13所重庆市重点业余
体校。组织足球、篮球等优秀苗子训
练营13项次，培训优秀苗子663名，

教练员79名。
下一步计划
紧紧围绕增强城市活力、魅力、

影响力，提升本地区相关运动项目水
平，办好大型体育赛事。

全力办好2022年世界举重锦标
赛，严格按照筹备工作方案推进实
施，确保赛事圆满成功。

全面筹备2023亚洲杯足球赛，
在2023亚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的
指导下，以场馆建设为核心，提早做
好竞赛组织、综合保障、赛事宣传等

各项筹备工作。
加强与总局项目中心、协会紧密

沟通，加强区县合作，积极申办全国
赛事。

督导落实《重庆市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意见》，加
强体教融合典型案例宣传，推进区县
制定出台体教融合实施意见及相关
配套政策，用好、用活体教融合政策。

推动建立市、区（县）两级相互衔
接、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青少年体
育竞赛活动体系和选拔制度。

重点任务
完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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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进展
一是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全市

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541.33
亿元，增加值为226.37亿元，增加值
占全市GDP比重为0.9%；体育企业
名录库核录法人单位5265家，个体
经营户10582家（2020年统计数据）。

二是积极拓展平台载体。成立
成渝体育产业联盟，成功举办2021
成渝体育产业联盟暨第五届重庆市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发布30条
（个）川渝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
事、综合体；评选命名市级体育产业
示范单位（项目）6个。

三是积极引导体育消费。围绕
助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布打
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系列
地图5期，阅读量超过40万次；市区
联动举办2021不夜重庆生活节、首
届国际房车露营文化旅游博览会、第
三届重庆国际房车露营展；2021年，
全市体育彩票销售突破60亿元，筹
集公益金14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幅近50%。

下一步计划
扎实抓好产业体系建设，紧紧围

绕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扶持培育一批有自主品牌、创新
能力和竞争实力的重点体育企业；鼓
励设立各类体育产业孵化平台。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动实施
体育领域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
可告知承诺制；加强体育市场监管，
助力重庆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

加快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和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探索开展
市级体育旅游示范城区和市级体育
消费试点城区的创建；丰富房车露
营、汽车自驾、钓鱼休闲等展会活动；
促进体育与教育、旅游、健康、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

因势利导 因地制宜 全民健身持续增强

深化合作 促进消费 体育产业发展积极稳健

聚焦中心 全力以赴 竞技体育展示城市形象

深化合作 协同联动
川渝体育融合深入推进

多措并举 多维推进
体育文化宣传成效明显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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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进展
一是体育宣传精彩出彩。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宣传文化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组织开展贯
彻建设体育强市实施意见、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风采、深化体教融
合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聚焦市六
运会、东京奥运会、十四运会等重
大赛事活动展开宣传；“体育重庆”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出消息
2300余条，较好弘扬了体育精神，
传播了体育文化，展示了运动项
目。

二是加快提升城市体育功
能。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
程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2.7亿元
的投资任务，完成重庆体育职业学
院的筹建选址论证，完成市奥体中
心综合体育馆、冰上运动馆概念方
案设计。全市2021年重点体育基

础设施项目共130个（其中已启动
实施项目97个，开展前期工作33
个），总投资316.27亿元。大渡口
国际小球赛事中心完成概念方案
设计，两江新区龙兴足球场顺利完
成主体结构和钢结构封顶，沙坪坝
区重大体育馆基本建成。

下一步计划
打造重庆体育网上主流舆论

阵地，扩大重庆体育的传播力、影
响力。在充分利用传统媒介的基
础上，充分运用新媒体对我市运动
员代表国家参加杭州亚运会以及
我市举办世界举重锦标赛、筹办
2023年亚洲杯等重点工作实施宣
传报道，全面传播正能量。

紧紧围绕体育强市建设所
需，扎实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对标承办大型综合性体育赛
事，编制《重庆市承办大型综合性
体育赛事竞赛场馆建设规划》；对
标市区年度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编制出台《重庆市体育基础设
施2022年重点项目名单》；建成
两江新区龙兴专业足球场，推进
大渡口国际小球赛事中心等重点
场馆设施项目。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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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进展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打造成渝地
区马拉松、铁人三项等赛事，促进
全民健身。

开展地区间队伍交流赛、邀请
赛，互派队伍观摩高水平赛事，交
流办赛经验。

论证合作申办高水平赛事及
综合性运动会可行性，共同申办高
水平体育赛事。

推动建立成渝体育产业联盟，
整合并挖掘川渝地区体育旅游资

源，探索共同发布体育旅游项目。
下一步计划
深入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促进两地全民
健身运动开展，推动川渝两地公共
体育场馆等资源设施建设和开放
共享。

落实川渝两地体育公共服务
融合发展框架协会，促进两地体育
发展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集聚。

推动体育项目合作和竞技人
才交流培养，协同申办国际高水准
大型体育赛事、联合举办体育赛事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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