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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体育 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核心提示
链接》》

着力六个方面
推动重庆体育实现新突破

成绩属于过往，奋斗创造未来。接下
来，全市体育系统将继续以建设体育强市
为目标，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全面协调发展，全面助力创造高品质生
活。

到2025年，重庆体育将在以下六个方
面实现新突破、新进展。

●全民健身水平达到新高度。市、区
（县、自治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
四级公共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
身圈”实现全覆盖，经常参加锻炼人数比例
达到48%左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
达到0.9块，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2.2
平方米。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运
会备战项目达到30个大项，备战规模达到
2000人。重大综合性赛事承办和体育文化
交流能力明显提升。国内外重大赛事获得
金牌数（枚）超过70枚，年承办国内外重大
赛事（场次）超过20场次。

●青少年体育全面健康发展。基本建
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主体多元的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体教深度融合，市级
体育后备人才单项训练基地达到80个，常
年在训青少年人数达到3万名，人才基础不
断夯实。

●体育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体育制
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体育服务业提质增效，
竞赛表演、健身休闲、场馆服务、体育培训
等新业态培育壮大。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1000亿元，人均体育消费支出西部领先。

●体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跃升。基本建
成数字体育总体框架和基础设施骨架，数
字化升级改造公共体育场馆达到50个以
上，构建起管理高效协同、服务普惠便捷、
技术互联共享的智慧体育服务体系。

●体育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培育一
批本土体育文化品牌，基本建立起高效协
同的现代体育传播体系，塑造开放、进取的

重庆体育整体形象，对外影响
力明显提升，中华体育

精神与奥林匹克精
神进一步弘扬。

重庆运动员施廷懋获得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三米板双人和单人两枚金牌

市民在“两江四岸”智慧健身长廊锻炼身体

龙舟赛已成为我市每年举办的传统体育赛事

亚洲杯重庆赛区龙兴足球场效果图

市六运会圆满实现市六运会圆满实现““办赛精办赛精
彩彩、、参赛出彩参赛出彩””的既定目标的既定目标

日前，《重庆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正式发布，提出：到2025年，
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8%，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2.2平方米，实
现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是我市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近年来，我
市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改革发展、青少年后
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规模壮大以及体育设施完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为建
设体育强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体育成为高品质生活重要载体

“家门口杂草丛生的废弃空地，摇身一变成
了体育公园，大家健身锻炼比以前方便多了！”

看到焕然一新的大江足球场，家住巴南区
莲花街道石洋街社区的陈中林赞不绝口。

无独有偶，2021年3月，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五云山村建成了3000平方米的健身广场，村民
们在家门口就能参加体育锻炼。

截至2021年，全市共有体育场地13.66万
个，体育场地面积667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2.08平方米。

得益于群众身边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广
大市民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也“水涨船高”。

截至2021年，我市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比例达47.65%，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达
92.7%；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蓬勃开展，县级及以
上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1100场（次）/年以上；累
计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7.5万余人，每万人社会
体育指导员数量达25.2人。

国内外竞技赛场捷报频传
体育健儿为重庆争光添彩

2021年8月，东京奥运会上重庆选手施廷
懋发挥出色，继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成为女子
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的“双料冠军”。

今年2月，北京冬奥会，我市越野滑雪运动
员王强为国出战，刷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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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庆运动健儿在全国性赛事累计
获得760枚奖牌，其中金牌227枚。在全国第十
四届运动会上，重庆代表团获得2枚金牌8枚银
牌2枚铜牌，实现了奖牌数超越上一届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市还成功举办永川国际女足
锦标赛、亚洲田径大奖赛、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
大奖赛等国际性体育赛事21场，全国田径冠军
赛暨大奖赛、全国跳水冠军赛等全国性体育赛事
67场。成功创建中欧篮球冠军杯、重庆国际羽
毛球公开赛两项自创赛事品牌。圆满举办市六
运会，实现了“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既定目标。

青少年体育工作扎实推进
后备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近年来，我市积极组织幼儿体育、社区亲子
运动会、川渝青少年交流活动和市级锦标赛等青
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成功举办了“奔跑吧·少年”

2021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全国主会场等
一批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年平均覆盖儿
童青少年达100万人次。

截至2021年，共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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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个；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8个、命
名重点体校15所、建成后备人才单项训练基地
66个，在训规模常年保持在2.7万人。

重大体育设施不断涌现
体育场馆成为城市新地标

截至2021年，我市建成投用华熙LIVE体
育馆、渝北全民健身中心、梁平都梁新区体育馆
游泳馆等一批大型场馆设施，大型场馆总量增加
到72个。开工建设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
程、龙兴专业足球场等一批高标准体育场馆。稳
步推进市奥体中心综合馆和冰上运动馆、国际小
球赛事中心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前期工作。

如今，市奥体中心、华熙文体中心、江南体
育馆、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缙云体育中心等都
成为了我市的重要地标。际华园、融创文旅城、
华岩攀岩公园等一大批社会场馆也成为了广大
市民参与体育健身的重要目的地。

培育主体拓展平台
体育产业发展积极稳健

截至2020年，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
出）为541.33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为
226.37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为0.9%；
体育市场主体持续壮大，体育企业数量共
计29985家，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14.3万人；产业平台建设成效明显，
市级体育产业基地累计达到11
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2家；
体育彩票累计发行239亿元。

此外，我市一直在积极
创建国家体育示范项目。其
中，万盛经开区入选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南川金佛
山大环线入选全国国庆体
育旅游精品线路，长寿湖旅
游景区营地、缙云山翠月湖
房车营地入选全国汽车自驾
运动营地，龙水湖旅游度假区
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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