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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晚在杭州黄龙

体育中心举行的第一届

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闭幕

式上，国家花样游泳队的

教练员、运动员以及巴黎

奥运会冠军徐嘉余、郑思

维、盛李豪分别作为颁奖

嘉宾，向在大赛中获奖的

健身爱好者、赛事活动组

织者代表颁奖。巴黎奥运

会上勇夺金牌的花游姑

娘们还在闭幕式现场奉

献了精彩的舞蹈表演。绚

烂的舞台中央，平凡的健

身爱好者们成为这场体

育大戏的主角。

获得华北赛区速度

滑冰项目老年女子组500

米、1500米冠军的胡玉平

说：“我50岁才开始学滑

冰，练习六年多就可以参

赛了，还取得了好成绩。

全民健身一点都不难，只

要你肯迈出第一步，就成

功一半了。”

鼓励更多人迈出第

一步，帮助更多人享受获

得感，让健身赛事活动举

步可就、全民共享，正是

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创立

的题中之义。

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群众性
赛事活动，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每两年
举办一届。本次大赛创新推出“5+N+
X”的项目设置方式。“5”为5个规定比
赛项目，即足球、篮球、排球（气排球）、
健身气功和太极拳，比赛采用统一竞
赛规程并举办全国总决赛。“N”为赛区
的自选特色项目，按照地缘临近、习俗
相近、交通方便、运动项目趋同的原
则，划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
西南、西北7个赛区，各赛区由一个省
（区、市）体育行政部门牵头，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自行研究确定自选项目及
竞赛形式和地点。“X”为各省（区、市）
自选项目，鼓励各地突出创新办赛、灵
活办赛、因地制宜、重在参与的特色，
根据自身实际设置自选项目，举办深
入基层、贴近群众的各级选拔赛。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主任刘君柱介绍说，此次大赛的比赛
项目设置注重大众化与个性化相结
合，赛事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既为敢
于争先的体育爱好者安排了基层选拔
直通全国总决赛的竞技平台，也结合
不同地域、年龄等特点安排了适合各
类人群参与的大众化体育项目。既有
健身气功、广场舞、门球等中老年人喜
闻乐见的项目，也有飞盘、桨板、街舞
等青少年喜欢的项目。参赛的健身爱
好者年龄层次丰富、职业领域广泛、残
健融合发展，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运
动的积极性，让“全民”的概念得到了
最大程度体现。

大赛自5月20日在沈阳开幕以来，
已开展赛事活动6000余个，涵盖运动
项目近100项，其中省级、跨省级区域
间赛事活动200余个，地市级赛事活动
400余个，县级及以下赛事活动5000
余个，直接参与人数超过200万人。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高元
义介绍说，相较于全运会群众赛事活
动侧重于“精”，社区运动会侧重于

“常”，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则侧重于
“全”，体现全地域、全人群、全项目覆
盖等特点，是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
元化体育需求而搭建的国家级综合性
赛事活动平台。许多群众在家门口参
加比赛，一步步走进了赛区比赛甚至
全国总决赛，可以说是从田间地头、厂
矿车间走向了群众体育的全国领奖
台，展现了新时代健身爱好者的精神
风貌和昂扬风采。

武术、龙舟、射箭等多种
形式的传统体育项目，不仅是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强身健
体方式，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
智慧结晶、文化特质和情感认
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此次全国全民健身大赛
除在规定比赛项目中设有健
身气功和太极拳外，各个赛区
和省（区、市）也积极将具有地
方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纳入
自选项目。在西南赛区，押加、
陀螺和珍珠球等项目的比赛
既丰富了赛事内容，又彰显民
族特色；华北赛区的手扑球是
天津独创的特色体育运动项
目，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华南
赛区的攀椰竞速、抢花炮、高
脚竞速、板鞋竞速等比赛集趣
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于一
体，吸引观众层层围观，比赛
现场欢呼连连；华东赛区的农
民健身嘉年华设置旱地龙舟、
滚蚕匾、举稻草等项目，与农
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展现了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别开生面
的运动场景。

6月举行的西北赛区射
箭比赛中，37支代表队的近
400名射箭运动爱好者在陕

西省宝鸡市陇县的关山草原
景区张弓搭箭，向游客、观众
展示射箭运动的不凡魅力。不
少代表队成员都是举家前
来，更有兄弟、父子同上阵的
景象。西安博羿射箭俱乐部
教练员李博介绍说，他们派
出了 12名不同年龄段的爱
好者参赛，其中一名九岁的
小姑娘就是和父亲、哥哥一
同报名参赛。

参加了健身气功项目总
决赛的陈宇今年22岁，是西
南科技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
生。受导师影响，陈宇选修了
健身气功课程。经过两年多的
习练，他深刻感受到了自身的
变化：“健身气功让我在急躁
中放缓脚步，以从容的姿态、
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像陈宇一样，愿意沉下心来体
悟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魅力。
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也陆续
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项
目课程。特色鲜明、丰富多彩
的传统体育项目，如一颗颗闪
耀的明珠点亮了全国全民健
身大赛的赛场，大量青少年群
体在大赛舞台上一展身手，也
彰显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崭新
活力和勃勃生机。

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提供

“举步可就”的全国性赛事
活动平台，淡化竞技色彩，
鼓励赛事“进景区、进街区、
进商圈”，鼓励各地举办乡
村赛事、亲子赛事、银发赛
事等，助力乡村振兴、体旅
融合，拉动家庭消费、银发
经济，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
价值功能。“5+N+X”的创
新赛制，大大便利了各地结
合自身文化特色，打造“专
属体育项目”，因地制宜为
本地发展赋能。6000 余个
群众赛事活动不仅是全民
健身的盛会，更是赋能各区
域体育事业，用“体育+”“健
身+”推动地方多产业综合发
展的平台。

华东赛区充分利用区域
地理优势，将旅游资源、时尚
体育、传统体育紧密结合，打
造“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全民
健身办赛模式。上海的太极
拳、跳绳选拔赛在商圈举办，
龙舟选拔赛走进国际度假区，
充分体现了文旅商体的深度
融合。在华中赛区，河南省全
民健身大赛钓鱼系列赛在垂
钓生态园举行，户外健身大会
在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开展，

不仅为垂钓高手和户外运动
爱好者提供了展示平台，丰富
了健身体验，也为当地体育消
费业、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活
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
增量。

高元义表示，第一届全国
全民健身大赛的成功举办，让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综合价值
与多元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彰
显。这些赛事活动在惠民生、
增活力，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和宣传弘扬地域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贡献了体育力量。

他说：“在各方面的努力
下，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
初步实现了‘群众选择、群众
参与、群众组织、群众受益、群
众满意’的目标。下一步，国家
体育总局将听取各方意见和
建议，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对
大赛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让广大群众在参与大赛中更
有获得感，进一步丰富完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建设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作出新的
贡献！”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
赛缓缓落下帷幕，全民健身的
精彩中国故事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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