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
话

总编室：2598915 新闻110：2528110 记者部：2595881 要闻部:2593088 广告部：2598333 漳州新闻网：2028110 邮局征订：2962508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办公室：2597955 人事部：2597970 财务部：2592492 出版部：2594000 印报厂：2597951 闽南日报印报厂印制 广告许可证：350600200501 定价：月价40元 零售每份：1.5元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胜利西路
邮政编码：363000

时事体育部 责任编辑/王斯锥 邹璐璐
电话：0596-2523695
E-mail:vip3344007@163.com8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今 日

天 气 专题全市：中雨，局部大雨。
市区：中雨转阴，东北风3-4级，气温18～22℃。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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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上，漳州籍运动员卢云秀斩获女
子帆板RS:X级金牌，实现漳州奥运会金牌“零”的
突破；第十四届全运会赛场上，漳州金牌数、奖牌
数、获奖率均创历史新高……纷至沓来的荣誉背
后，是漳州体育所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

环东山湾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两岸四地汽
车场地越野挑战赛……一个个体育赛事的激情绽
放，奏响了我市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市老健会、市农运会、“全
民健身日”徒步行活动……一项项全民健身活动
的精彩上演，展示了健康漳州铿锵前进的坚定步
伐。

晨光微露际，晚霞将尽时。跳广场舞、骑自行
车、跑步、打太极……广场、公园、社区里，一组组
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运动镜头，展现了广大群众蓬
勃向上的活力。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赛事、一张张笑脸，全面
展示了近年来，我市体育事业在不断赶超中创造
的新辉煌。

近年来，漳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架构基
本形成，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中有升，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机制初步成形，体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各
项体育事业硕果累累。

办赛事 强体育 惠民生
谱写漳州体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王琳雅王琳雅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卢云秀、梁永达、韩呈恺、欧
烜屹、张嵩烨等获得冠军，创造了漳州参赛史上的最好
成绩。

漳州运动员在国内赛事中留下一幕幕为荣誉挥洒汗水
的动人画面。而在国际赛场上，他们同样向着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目标奋勇拼搏。

在东京奥运会上，卢云秀勇夺金牌，实现了我市在奥运
会奖牌、金牌榜上“零”的突破；而在不久前结束的德国海露
羽毛球公开赛中，漳州小将韩悦敢打敢拼、表现亮眼，夺得了
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在世界大赛中收获了经验、收获了未
来……

近年来，漳州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逐步提升，漳籍运动
员参加各级各类赛事成绩突出。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卢
云秀斩获女子帆板RS:X级金牌，实现漳州运动员在奥运会
奖牌、金牌“零”的突破；自 2016年以来，漳州运动健儿们勇
夺世界锦标赛金牌3枚、铜牌2枚，世界杯获金牌2枚、银牌2
枚；38人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获金牌 5枚、铜牌 9枚，金牌
数、奖牌数均创历史新高。

一个个奋勇拼搏的体育健儿不断涌现，一枚枚含金
量十足的奖牌熠熠生辉。荣誉的背后，承载着运动员们
的辛苦和汗水，也得益于我市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市竞技体育在继承传统体育的基础上，不断开
拓创新，坚持以训练为中心，通过“以赛促训”加大提升竞
技体育竞争实力。同时，积极构建人才体系，培养竞技体
育生力军。

承办体育赛事。圆满完成2016年全国青少年体操分区
赛，承办了9次福建省青少年比赛等各级赛事。顺利举办漳
州市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14个项目比赛，参赛人数达
3052人。多次赛事实战演练，漳州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比赛成绩显著。

输送优秀苗子。先后向省专业队输送优秀运动员 20
人，审批上报二级运动员 2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漳州羽
毛球事业人才辈出，成为输出基层羽毛球人才的“摇篮”。运
动员刘小龙、韩悦、韩呈恺等从漳州走向了世界领奖台。沈
雅颖（已退役）、欧烜屹、何欣颖、张嵩烨、林志超等相继进入
羽毛球国家队。

培养后备人才。全市有国家重点后备人才基地3个、省

级重点后备人才基地7个、市级训练基地5个，并建成国家级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4个、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2个、省级
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 44所、足球特色学校 120所、青少年
体育校外活动中心 12个，共组织青少年竞技体育比赛活动
93场次，参赛人员 22000人以上。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
教结合、组织建设和训练竞赛体制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不
断深化。

建设后备裁判队伍。专门选派200多人次参加省级以上
各类培训，并多次举办市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培训人数
1000余人，审批批准国家二级裁判员400余人。截至目前，我
市共有国家一级以上裁判员50余人。

可以说，漳州体育探索出了一条以人才培养为支撑、以
体育赛会为抓手、以备战重要赛事为引领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如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竞技体育比赛以及由此产生的
体育竞技明星，则成为体育的另一种有力代言，将体育及体
育精神更深地融入群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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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努力打造高水平体育
赛事基地，全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体
育品牌，积极主办、承办各项高水平赛
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发展体育产业，
保障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各项工作蓬勃
开展。

环东山湾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两
岸四地汽车场地越野挑战赛、海峡两岸
气排球邀请赛、东山岛半程马拉松赛、南
靖土楼半程山地马拉松赛、东山企业家
帆船赛……一系列国际国内重量级品牌
赛事在漳州相继举办，吸引了来自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
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数万名体育
爱好者。他们纷纷感慨：没想到漳州这
样有活力，体育设施如此健全，健身理念
如此深入人心。

而比赛期间更是吸引了境内外百余
家知名企业前来洽谈投资。漳州的知名
度与美誉度，随着体育赛事的举办迅速
跃升。

“建场馆，办赛事，只是一个手段，最
终目的还是要发展体育产业，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让漳州的综合实力再上一个
台阶。这既是现实发展的需求，也是对
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市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的体育产业实
现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市拥有体育产
业单位近 1500 家，从业人员约 3 万人。
体育用品制造业初具规模，全市服装鞋
帽、竞赛器材、健身器材等各类体育用品
生产企业 64家；盘活闲置资源，40余个
旧厂房旧商业设施改造成体育场馆，总

投资近2亿元；此外，健身休闲运动广泛
发展，健身俱乐部、休闲会所近 200家；
体育培训发展迅猛，培训机构300余家，
涉及武术、游泳等几十个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漳州市大力发展“体
育+旅游”模式，不断挖掘体育产业发展
潜力，打造体育产业增长新引擎。以山
水资源优势为依托，长泰漂流龙凤谷小
黄山成为全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南靖
土楼云水谣体育旅游线路成为全国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福建鹭凯生态农庄成为
福建省体育旅游休闲基地。

与此同时，体育产业基地、示范单
位、项目建设加快。目前，我市已打造长
泰林墩体育特色小镇国家级体育小镇；
东山辉永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福建鹭
凯生态农庄有限公司2个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单位；泰里斯可穿戴智能运动装备
项目获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如今，放眼城市街巷，健身蔚然成
风，跑步、健步走阵营日益壮大，广场舞、
太极拳方兴未艾，乒乓球、羽毛球、游泳
等运动参与者与日俱增……

群众“健身热情”的背后，是日益完
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日渐兴
盛的现代体育产业。2022年2月漳州市
体育局发布《漳州市“十四五”体育发展
规划》。按照规划，到 2025年,体育产品
和服务将更加丰富。同时，我市将建设
体育公园4个、游泳健身场地25个、健身
步道260公里，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升级，实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
盖。展望未来，漳州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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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长泰区智慧体育公园,灯火
辉煌,光线明亮,一台台智能健身设备，
格外醒目。“家门口的智慧体育公园太
漂亮了，满满的智能健身元素，不仅器
材花样多，还能看到运动成果，不用进
城也能体验到专业智能的健身设备，在
这里运动特别有劲。”家住长泰区石横
村的陈先生对林墩办事处的智慧体育
公园连连点赞。

据了解，这个占地5000平方米的公园
能够辐射周边 5000-6000 名群众。不仅
有篮球场、足球场、门球场等球场设施，还

有太空漫步机、扭腰器、划船器等健身器
材。这些器材都配有智能系统，可显示锻
炼次数、时间、频率、卡路里消耗等数据，
群众只需扫描现场二维码就可观看科学
运动教学视频或完成球场预约，系统的智
能体测还能为市民提供身高、体重、心功
能、柔韧性等 13 项身体情况数据。专业
化、科学化的免费健身设备，令附近的居
民交口称赞，乐享其中。

长泰林墩智慧体育公园，是漳州推动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生动缩影。

“当前，健身运动已经成为广大群众
的生活习惯，家门口的体育设施建设也要
跟上群众健身需求的增长步伐。”市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不断加
强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建设，完善全民健
身网络，在龙文区、长泰区、南靖县、华安
县等地新建了智慧体育公园，在市区居民
社区周边陆续新建、改建了各类公共体育
场地，配套完善夜间亮化工程，逐步完善
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设施，为全民健身提
质增效。

据不完全统计，漳州目前共有全民健

身点 2871 个。全市大型体育场馆 11 个、
体育公园 26 个，各类体育场 12997 个，体
育场占地超100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2.13平方米，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率 100%，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覆盖率达90.59%。

如今，“生活体育化、体育生活化”
的健身氛围日趋浓厚。家门口就有“体
育场”、出门就能步入“健身圈”的便捷
正在成为漳州老百姓的日常。

在不久前的福建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上，普通百姓也是主角。
长泰气排球队代表漳州出战，一路过关斩将，包揽男子中、青

年组冠军，创下“双冠”佳绩；漳州围棋代表队获群众组围棋比赛一
等奖；高新区马洲村龙舟队组建的漳州代表队获群众组龙舟比赛，
12人组、22人组500米两个二等奖；漳州羽毛球代表队获5项一等
奖、5项二等奖……

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群众体育比赛中，漳州籍运动员同样登
上了最高领奖台，获世界级金牌 2 枚，全国级金牌 12 枚，第三十
一届巴西里约残奥会银牌 1 枚,全国气排球联赛总决赛金牌 6
枚……精彩的一幕幕，展示了我市群众在体育运动中健康快乐
的风采。

全民健身运动的持续推进，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提供了充分展
示运动风采的平台，全民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近年来，漳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不断丰富，结合自身特
点，发展符合地方特色的健身项目。成功举办漳州市第十三届运
动会、市老健会、市农运会，每年举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深入开展
划龙舟等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全市开展比赛及全民健身活
动1907场次。

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和丰富，离不开持续有效的体育健身指

导。为让市民可以科学健身，漳州市加强基层体育组织网络建设，
指导各县(区)成立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全市 80%以上的乡镇
(街道)成立了综合文体工作机构。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共计 3555
家，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6.9个。通过组织培训各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漳州市每万人拥有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数23.4人。

目前，全市各种专业和业余体育
类项目培训机构达 300 余家，办学主
体既有学校、企业，也有社会体育团
体组织和个人，培训范围涉及武术、
自由搏击、健美、游泳、舞蹈、球类、攀
岩、射击、野外营地、户外探险等数十
个项目，基本覆盖从少年到老年全领
域健身。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健身大军。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
在公园、社区还是操场、健身房，锻炼的
人群随处可见，体育健身已成为我市百
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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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秀在
夺得东京奥运会
女子帆板 RS:X
级金牌后庆祝

◀ 11 月 6
日，漳州籍羽毛
球运动员韩悦又
站上了世界羽联
巡回赛的最高领
奖台。

▲ 漳 州 籍 选
手、31 岁的老将梁
永达在男子南拳、
南刀、南棍全能决
赛中，为福建代表
团再添一金。

夜幕降临，不少市民来到市区西溪亲水公园的球场上健身。

◀7 月 30 日，
2022 年 福 建 省 全
民健身运动会漳州
市第五届气排球公
开赛暨福建省第十
七届运动会热身赛
在龙海区文体中心
开赛。

本版图片由 漳州市体育局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