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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城市转型建设为视角,对黄石市休闲体育发展与

城市转型建设的融合趋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休闲体育发展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建设中存在相互推进､相互促动的内

在关系,休闲体育发展对加快城市转型建设主要体现在为城市提供文化底蕴､休闲体育赛事为城市转型建设打造靓

丽名片､休闲体育旅游带动了转型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转型建设为休闲体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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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也随之越来越长,休闲体育已成为当代市民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城市

体育发展新模式,开拓了城市体育功能,提升了城市吸引力,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影响到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随着传统工业城市的日益衰退,为摆脱城市危机,增强城市发展活力,很多资源型城市大力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以此来推

动和促进城市发展｡本研究以资源型城市———黄石市作为典型案例,探讨休闲体育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互动关系,以期为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路径探索提供新视角｡

一､休闲体育内涵

通过文献梳理,目前,学术界对休闲体育内涵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从休闲体育研究范围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

上讲,休闲体育是指以人直接参与的各种体育活动前提下,通过身体的适度活动完成的休闲活动过程,实现自我身心的调节｡从狭

义上讲,是人们参与一种社会文化建设的过程,通过体育活动的锻炼从而达到一种文化修养的境界,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

的必然产物｡从休闲体育属性进行界定:休闲体育是在闲暇时间内,人们依据自身的兴趣和需求,为实现娱乐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完善自我等目的而进行的体育活动,具有自发性､参与性､自然性､时代性和层次性等特征,具体表现为参与活动的自由性和参与活

动支配的自主性｡也有从休闲体育功能进行辨析,认为其从功能上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及阶级特征,是与休闲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紧密相连的,既是以身体活动为宗旨,寻求精神世界上自由本性的经历,也是对生命历程的自由体验,是摆脱种种欲望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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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压抑后的舒畅｡如学者卢元镇认为,休闲体育是人们怀着轻松愉快心情自愿的参加到各种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中,他们既不受

限于体育教学的种种严格规定,也不追求高水平的运动成绩,甚至有时也并不把体育的强身祛病作用放在首位,而是把体育运动

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式度过自己的余暇时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休闲体育是以一定的运动项目为载体,将休闲与体育进行具体化结合,通过身体活动的方式,对休闲进行

深刻化和丰富化,使人们感受到个体的本性张扬及情感宣泄,进而为人的自由本性释放提供一种潜在的途径｡

二､休闲体育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休闲体育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文化底蕴

文化底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转型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城市文化的转型｡休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发

展的果实,是一种文化的凝练｡休闲体育作为以娱乐身心,完善自我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返归自然,身心放松,追求人自身和谐

的发展,倾向于体育的本源｡体育与休闲的集合是体育事业发展中彰显出来的一种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体现,也是体育文化进步

的体现,在休闲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使人们身体进入积极锻炼的状态,同时创造出快乐､舒适的社会交往空间,提升体育文化的层次,

彰显体育文化的魅力｡目前,休闲体育正以“文化生活方式”迅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提供高品质文化氛围的同时,也

日益成为一座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转型发展中的资源型城市,正需要这种社会文化内涵,激励人们的奋进精神,提升城市活力｡

黄石市在休闲体育活动开展中,将其与城市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融为一体｡如备受广大市民期待的大冶市休闲体育公园,

于2013年在大冶金湖大道阳光沙滩旁边破土动工｡2013年,黄石市政协针对市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已无法满足广大市

民对体育文化需求的情况,经过充分调研,提出了“在团城山北麓建设体育文化公园”的建议｡团城山北麓位于城市中心区,区位

条件､山水资源､绿地覆盖､空气质量优良,具有建设城市体育文化主题公园的优越条件,在团城山北麓建设体育文化公园,不仅可

以给群众提供一个学习､休闲､健身的场所,还可以借此提升黄石的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推动市文化体育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近年来,黄石市通过加快休闲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各种群众性休闲体育活动等,大大激活了城市发展的活力｡

(二)休闲体育赛事为城市转型发展打造靓丽名片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休闲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给城市带来知名度､美誉度,而且也为市民带来独特的体育休闲方式｡黄石是具

有浓厚体育氛围的老工业城市,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落户在黄石市,1991 年､1993 年先后成功地举办了两届

“国际乒乓节”,同时也开启了城市的体育大门｡黄石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休闲体育赛事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2 年提出了

“着力创造体育品牌,推进体育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大力发展健身休闲业”的战略规划｡2011 年亚洲攀岩锦标赛及全国第七届城

市运动会体操预赛､2012 年全国农民运动会秧歌比赛(预赛)､全国钓鱼俱乐部总决赛､2014 年万人体育长跑及环绕磁湖长跑､灵山

地区农民篮球赛､全省老年人乒乓球比赛､2015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15 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等特色休闲体育活动相

继举办｡据不完全统计,黄石市是湖北省迄今为止举办大级别休闲体育赛事最多的城市｡

成功举办的各种休闲体育赛事不仅满足了人们欣赏比赛欲望及调动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而且充分利用休闲体

育赛事打造了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三)休闲体育旅游带动了转型城市经济发展

休闲体育旅游是城市旅游与体育旅游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体育旅游是融合城市特点的具体表现｡休闲

体育旅游作为满足和适应旅游者的各种专项体育需求,以体育资源和一定的体育设施为条件,以旅游商品的形式为其提供服务,

使旅游者身心得到和谐发展的旅游活动,它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带动和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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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抓手｡

黄石市围绕丰富的山､水资源,大力规划发展生态休闲型体育项目｡如围绕东方山､黄荆山､小雷山､七峰山等山脉,与生态环境

建设相结合,开辟休闲登山健身步道,并加大宣传和引领,吸引更多市民积极参与｡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利用磁湖垂钓基地的龙头

效应,打造以钓鱼产业为首的特色休闲体育旅游产业｡同时,推动莲花湖水上训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休闲艇､龙舟等水上项目｡近

年来,黄石市 2011 年亚洲攀岩锦标赛及全国第七届城市运动会体操预赛吸引游客 5 万余人､2012 年全国农民运动会秧歌比赛(预

赛)吸引游客 4万余人,也拉动了诸如餐饮､物流､交通等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三､城市转型也为休闲体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城市不仅是人类社会物质聚集中心,也是人类体育发展活动中心｡黄石作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城市之一,目

前在全力打造资源旅游型城市及全国森林型城市,其发展的主要思路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促进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休闲

体育则正可以利用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利用自然条件和人的实践活动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休

闲娱乐的体育空间环境｡这无疑说明资源型城市建设可为休闲体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目前黄石市转型城市建设中,将建成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黄石体育馆､大冶市体育公园､新国乒基地等一批大型公共体育

场馆｡推进县(市)区“四个一”体育工程建设,乡镇､行政村､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达 100%,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 平方米｡市

级体育协会组织 100 个,各类体育俱乐部 100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5000 名,实现体育社会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学校､乡村､社区

全覆盖”｡与此同时,将休闲体育场馆的建设纳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活动中,与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相结合,依托其

自身丰富的山水资源,将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631 个,社区全民建设路径 120 个,拥有建设广场 31 个等等｡这些在城市转型发展

中的大批投入无疑将对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四､结语

现代城市的共性之一为休闲,任何一个城市都应该给市民创造休闲的环境,转型发展中的城市更是不言而喻｡黄石作为一座

历史悠久的资源型城市,目前正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财力保障不足等城市危机,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将休闲体育发展与城

市转型建设进行有机结合,使两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探索了一些新的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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