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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辽源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突破，为国家乃至世界

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冠军和体育
人才，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奖
杯。辽源人的健身理念
逐渐提高，运动氛围越
来越浓厚。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体育局的指导下，以
贯彻落实《吉林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16年

—2020年）》为总领，市文
旅局制定了《辽源市全民健

身实施计划（2016 年—2020
年）》。该《计划》以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的基本健身需求为重点，以提
高全市人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根本

任务，以“引领全民健身、打造健康城
市”为主题，坚持改革创新、多措并

举，力争全面完成《实施计划》的任
务目标，为建设体育强市奠定

坚实的基础。“十三五”期间，
全民健身工作初步形

成“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群体格
局，参与体育健身的群众多了，场地设施更完善
了，参与活动更方便了。我市的全民健身事业
在这期间获得了长足进步。

公园、广场、居民区甚至是企事业和机关单
位，随处可见健身器材，早、晚、节假日，运动健
身成了市民群众业余生活的新风尚。

据今年年初最新数据显示，我市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约75万人；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约 46.1 万人，占总人口
29.3％；《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总体合格达标率
77.3％；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达
标率6.04％；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7平方米；行
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96.5％；15分钟
健身圈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92.5％；公共体育
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 100％；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开放率47.4％；每万人足球场地数0.32
块；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 1.3个；每千人公
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 1.93人；《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
测验活动覆
盖

率 100％，所属四个县（区）均进行达标测验活
动；测试人次1588人次；每年举办县级及以上
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次数63次；以提供健身服
务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1个；出台促进全
民健身运动实施的相关政策4个。

目前，我市健身场馆总数共729个（大型健身
广场9个、体育场3个、体育馆3个、全民健身中心
3个、冰雪场地16个、标准足球场4个、笼式足球
场16个，其他场地675个）；体育场地总面积近
204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近1.7平方米，
到2020年末力争达到1.8平方米，达到省局要求
标准；我市共有518个行政村，38个社区，共配备
健身路径总数489套。国家到2020年末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8平方米；吉林省
2020年末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将达到1.8平方米
以上。

全民健身

让我们的城市充满活力

体育强则中国强。今年8月8
日是我国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
和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度，也是一个国

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多年来，
我们辽源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也

由曾经的专项体育发展为今
天的多元化全民运动。

运动健身早已成为
市民群众健康

生活的标
签。

市民的福祉 政府的担当

全民健身 全民参与
我市结合自身特点，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

全民健身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全民健身“百日
行”为主线，“冬季冰雪系列活动”“6·18全民健
走日”“8·8全民健身日”“城市节”中的马拉松等
全民健身活动为节点的全年活动框架，结合我市
法定节假日经常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带动了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体育健身活动。自 2016年以来，我市承办全国少年

“U系列”短道速滑比赛、吉林省毽球争霸赛、吉林省
“羽你同行”羽毛球赛等国家、省级体育赛事十余
次。东丰县承办了吉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
和吉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东辽县举办了第二届全
民田径运动会。两县还相继开展“检察杯”大众篮球
赛、“体彩杯”大众足球赛、党政机关乒乓球赛、党政机关
干部徒步行等，并在冬季开展全民上冰雪系列活动。龙
山区在 2018年举办了首届全民运动会，西安区在每年 5
月 18日举行“文化体育节开幕式暨全民健走日”活动，同

时，两区开展了全民健步走、龙山区机关排球赛、龙
山区广场舞大赛、冬季开展全民上冰雪系列活动

等。辽源市体育总会举办了足球、篮球、排
球、武术等相关赛事活动，各个协会的参

与提升了广大市民参加全民健身活
动的积极性。截至目前，我市形

成了有示范、有主线、有特
色的全民健身活动态

势。

“校园足球”
成就健康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孩子的健康成长关乎祖国的未来。素
质教育，就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方面，我市贯彻的
实实在在，落实的掷地有声。“校园足球”、武术操、广播操、
健身操……各中小学校比学赶超式的齐步向前。

为让学生进一步强身健体、锻炼意志，培养团队合作意
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市教育局坚持“让每一个学生健康、
快乐、自由、成长”的理念，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不断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近年来，足球进校园，已成为我市小学特色教
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部门的认
可。以龙山区为代表的“校园足球”开展得如火如荼，孩子
们对足球也由陌生变成热爱。龙山区寿山中心小学校和工
农乡中心小学校的“校园足球”教学工作的实践就曾一度引
起全省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观摩。目前，“校园足球”教学
工作已在全区各小学校全面推广、铺开。这两所学校，以

“校园足球”为教学特色。把“校园足球”的发展作为教学工
作的常态去抓。有专职的教学副校长，有自己的校本教材，

“我是足球小明星”“我是足球宝贝”“我是小小裁判员”等，
释放了课堂上乖巧的孩子们阳光、活力的另一面。

目前，我市已有7所小学校被确定为全国“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其中，龙山区6所，西安区1所。

辽源“国球”名震全国
乒乓球在我国被誉为“国球”。而乒乓球在我市也有庞

大的爱好者和粉丝团。如果问，在辽源哪个体育项目参与
度广、普及率高，大概就是乒乓球了。因为上至耄耋老人，
下至黄口孩提，多数人都略知一、二，一些人更以此为主要
爱好。

几十年来，辽源的乒乓球事业享誉全国。已有40余年
历史的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已成为辽源市的一张特色文化
名片。

至今，该校总计培养队员1000余人。少儿乒乓球全国
冠军20名，20人次进入国家青少年集训队。共获得国际比

赛金牌 7枚、银牌 6枚、铜牌 6枚。全国少儿比赛金牌
48枚、银牌28枚、铜牌29枚，荣获吉林省青少儿金

牌 361 枚、银牌和铜牌共 544 枚。奖牌总数
1029枚。连续 10届获得省运会少儿乒乓

球项目金牌，名列全国县（区）少儿乒
乓球比赛总成绩第一名（全国、国

际、全省的比赛成绩总和累
计）。

目前，该校已被
评为“国家级先

进单位”。

排球精神
在辽源发光

年过古稀的老人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有人说，应
该白发苍苍，反应、视力、听力等方面都有所下降……
这只是传统印象中一部分老人的样子，热爱体育运动
的人，好像都会“驻颜术”，他们自内而外的年轻。

退休职工刘秀利，身材高大挺拔、双目炯炯有神、
满面红光、声音浑厚……看上去最多60岁左右，但他的
实际年龄却已经年逾古稀。外表比实际年龄小那么多，
是夸大其词还是实施了“驻颜术”？他只是因为热爱运动
健身而已。

现年73岁的刘秀利热爱排球50余年。2003年之前，
因为条件有限，他带领一群排球爱好者定期在公园里打“野
球”。2003年，在球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组建了辽源第
一家民间体育团体——辽源排球俱乐部，刘秀利任主席。辽
源的广大排球爱好者有了自己的家。

十七年的携手奋进，十七年的风雨兼程。如今的辽源排
球俱乐部已发展至注册会员50余人。期间，他们还牵头成立了
辽源市排球协会。目前，辽源市排球协会下属有8个排球俱乐
部。

2019年以前，每年都会带领辽源的排球爱好者走出去、请进
来，到全国各地参加排球邀请赛，做东道主举办联谊赛。强健了
体魄、增进了友谊。同时，也向全国各地的球友推介了家乡辽源，
看到了辽源“开放、创新、诚信、厚德”的城市精神。

如今刘秀利已不再担任俱乐部管理职务，但对排球的热度丝
毫不减，每周至少两天打排球，其余五天便留给了健身、游泳以及每
天以万计数的健步走。这样健康的身体，这样阳光充实的生活，正
是所有老年人想要的样子。

辽源市排球协会副主席刘智博说，“我们的队伍阳光、互助、团结、
有凝聚力，我们的队员球技好、有向心力、综合素质高，我们是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

辽源市排球协会副主席贺德林说，“排球是一项既健身又修心的运
动项目。正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辽源市排球协会办公室主任冯昌艳说，“热爱生活的人不一定热爱
体育运动，但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一定热爱生活。”

辽源跑团
的力量

在辽源，有这样一个团体……
5年前，一个为了自我解压而每天在户外慢跑的小伙子带

动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跑步。跑着跑着，他们的队伍从几个人增加
到了十几人，又由十几人增加到了几十人，现在，他们的队伍已有注册
会员550余人。会员年纪最大的68岁，最小的14岁。

这个团体就是现在的辽源市长跑协会，这个小伙子就是发起人、辽源市长跑
协会主席李海龙。

经提前约访，8月23日6时，记者来到辽源市体育场，目睹了辽源最大跑团的样
子，见到了辽源跑者们的风采。

有人在听老师指导，有人在做跑前热身，也有人驰骋在跑道上。虽然状态不同，
但他们却都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好似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热
爱。

李海龙向记者介绍，目前，这个团体是辽源地区最大的慢跑社团，分晨跑和夜跑
两个队伍，分布在辽源市区各个跑点（体育场、广场、健身房等场所）。团队每年都有
多人参加两次以上国际马拉松赛事。目前，每人每周都会跑四至五次，10公里左
右。每周日的6时至6时30分，团队中的专业队员都会在市体育场为广大跑步爱好
者上公益指导课。跑步的基本动作要领、正确的体位、臂与手的角度、躯干与髋的转
动和放松、腰部的幅度、大腿与膝盖的动作、脚跟与脚趾的力量等，老师都会毫无保
留地分享给大家。

期间，几个阳光、自信、有活力的小姐姐拿着手机自拍合影。看上去最多二三十
岁的样子，但李海龙告诉记者，她们当中最小的也已过而立之年，都是孩子妈妈，有
的孩子都工作、结婚了。正是因为跑步这项运动，使她们青春常驻。

身材纤细高挑的陶陶，一副模特气质，但实际她是我市某小学体育教师。从小
热爱体育，长大将爱好变成了职业。现在，年逾四十仍然一副少女模样。因为她二
十年如一日坚持慢跑。她说：“跑步早已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在这个
组织中和大家一起感受跑步带来的身心健康，这就是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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