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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陈少军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

在要求，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制度，努力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迈向更高水平。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15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 40.3%，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为 93.1%，各

项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全民健身在引领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社会文明和谐方面作用日益彰显。 

找准工作定位，凝聚共建合力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坚持科学化引领、制度化安排、长效化推进。省委、省政府把全民健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定期督查推进和监测评估。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重大战略，

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的规划布局。各地把全民健身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每年实施一批体育民生实事工程。 

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省、市、县三级政府均建立全民健身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

定期研究推进重点工作。省相关部门将全民健身纳入乡村振兴、健康江苏、文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协同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省体育局与省有关单位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整合行业资源，持续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水平。 

强化政策保障和标准引领。在全国率先颁布地方性法规，实施《江苏省全民健身条例》，省政府出台《江苏省体育设施管理

办法》等 3部规章，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法治水平。省、市、县三级政府制定本地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明确全民健身

的阶段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省体育局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促进竞赛表演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冰雪、水上、户外等时尚运动行动方

案，印发《江苏省公共体育设施基本标准》，明确具体制度安排。各级体育部门公开赛事目录和承接标准，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承办。 

坚持需求导向，扩大有效供给 

打造城乡一体化“10 分钟体育健身圈”。满足群众参与大型体育活动和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的需要，推进县级体育设施新

“四个一”工程建设。加快社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绝大多数乡镇建有小型全民健身中心和 2000

平方米的多功能运动场，行政村基本建有健身房、篮球场、健身路径、乒乓球台，农民集中居住区和较大自然村配有健身设施。 

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连续举办八届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持续开展全民健身大联动、全民健身日活动、

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魅力江苏最美体育”、老年人体育节等全省性大型群众性赛事活动。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推广线上办赛

模式，创新举办省网络全民健身运动会。积极响应中央“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引导各地新建了一批冰雪运动设施，因地

制宜地开展冰雪嘉年华、青少年冰雪训练营等冰雪活动。各地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点、群众参与度高的全民健身活动，培育了一

批传统体育赛事。 

构筑全方位、立体式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平台。率先实现县（市、区）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全覆盖，建成省级以上体质测定与运

动健身指导站 134个，每年为 30多万人次免费提供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估、科学健身指导等服务。建成省市两级科学健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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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库，建成了一支 30 多万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利用各级各类媒体资源，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组织研发推广各类居家科学健身方法。 

聚焦便利高效，激发要素活力 

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服务群众效能。做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综合试点，推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改革，使场馆功

能更多元、运营机制更灵活，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服务。每年投入 7000 多万元，支持 100 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组织公益体育培训等活动。开展全省室外全民健身设施器材专项清理规范工作，全面清查器材使用状况，维修、更换破损和过期

器材。建成室外健身场地设施管理信息平台，将 7万余件室外全民健身器材全部录入管理平台，实现常态化、信息化管理。 

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服务全民健身活力。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体育社会组织网络，自发性健身团队和全民健身站点迅猛发展，

全省共有县级以上体育社团 3508个，在体育部门备案登记的健身团队 4.9万个。推进体育社团与体育主管部门脱钩，引导其依

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权责明晰、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支持体育社会组织承接

体育赛事，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发挥专业特长，提供专业服务。 

营造人人关注体育、参与锻炼的浓厚社会氛围。倡导运动健康生活方式。挖掘典型案例，创新宣传平台，讲述群众身边的健

身故事，推动形成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支持各地发展民族民俗传统体育项目，支持南京利用青奥遗产打造世界体育名城和亚洲

体育中心城市、苏州打造国际体育文化名城、徐州探索武术传承新路打造国际武术文化名城、泰州打造中国棋文化名城。建成南

京奥林匹克博物馆、无锡奥林匹克陈列馆、民国体育博物馆、江苏体育博物馆等体育文化设施。 

锚定走在前列，强化改革创新 

构建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省体育局与省卫生健康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印发促进

体卫融合发展的意见，实施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连续举办六届国际运动康复大会。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运动

促进健康服务机构平台，每年遴选 5个以上单位试点建设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按照重基层、多模式、产业化的思路，探索运动

促进健康机构长效发展路径。试点发放慢病运动干预消费券，培训了 900多名运动处方师。 

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开放融合。向社会全面开放体育行业资源，促进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科技等行业深度融合，在开

放融合中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效益。推广在郊野公园、生态湿地中建成体育公园（广场）1016 个、健身步道 1.2 万多公

里。实施体育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创建 4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认定 10个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和一批精品体育旅

游赛事。推动体育场馆服务业与健康、旅游、商贸等业态融合，分三批打造 43个体育服务综合体。推动“互联网+体育”，建成

“宁体汇”“常享动”等一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衡协调。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彩票公益金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扶持力度，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建立健全各级青少年体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全省推行青少年体育“5621”计划，推动每个县（市、区）至少

重点发展 5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至少布局 6所小学、2所初中、1所高中，督促学校开齐开足体育课，培养学生终生锻炼习惯。

强化各行业主管部门发展全民健身的职责，加强少数民族体育工作，提升在职人员健身服务，推广老年人健身项目和残疾人健身

康复项目，广泛组织农民、妇女儿童等人群参加体育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