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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阳唤醒大地，运动健身就像

开启每天生活的一把钥匙。老人们打

太极拳、舞扇子，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阿姨们和着音乐，列队跳起了健身操；

跑友们迈开脚步，不忘用社交软件“打

卡”；球友们相约切磋，为每一个精彩

表现喝彩……

今年 8月 8日，我国迎来第十个全

民健身日。10 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成

功举办，让奥林匹克与东方古国实现

了一次伟大交汇，也让全民健身的理

念与行动开始深度融入大众生活。如

今，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运动

健身成为社会新时尚，为越来越多的

人带去健康、快乐和幸福。

2017 年，国内参加马拉松比赛总

人次近 500 万、健身软件 Keep 在线锻

炼人群高达 1.2亿、国内参与滑雪的总

人次突破千万……不断上扬的数字，

折射出百姓旺盛的健身需求。从“要

我练”转变到“我要练”，“健身每一天，

幸福你我他”的理念蔚然成风。

群众体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

面，需要以全新格局引领和塑造。怎

样顺应广大群众盼健身、盼健康的强

烈愿望，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育，积极探索群众体育工作的新路子，

这是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一道必答

题，一场全民参与的“健身总动员”画

卷正徐徐铺展。

为人民需求服务 构建新格局 展

现新气象

2017 年 11 月 24 日晚，上海市普

陀区体育中心。羽毛球业余高手裘林

和搭档一起走过红毯，被授予总冠军

限量版勋章，“没想到我们也能享受体

育明星的待遇。”参加“约战普陀”系列

挑战赛，这些草根体育爱好者成为主

角。

这一年，全民健身可谓上海的热

词。在举办两届市民运动会后，首届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应运而生。10个项目

联赛、35个项目系列赛、11个品牌特色

赛事活动，每月都有 100余场赛事。新

颖的赛制激发百姓的参与热情，仅“约

战普陀”挑战赛就开展了 3044场次。

上海的探索，是全民健身驶入快

车道的一个缩影。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赋予全

民健身事业新的起点。办以人民为中

心的体育，让全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是构建体育强国的基石。

目前，全民健身已经形成自上而下

齐抓共管的顶层设计。创建体育强省，

创建全民健身模范市，创建全民健身模

范县“三级联创”构建起全新的评价体

系和激励机制，各地对标创建、示范带

动，搭建多点发力的政策支撑体系。

以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为抓

手 ，不 少 地 方 在 实 践 中 给 出 生 动 答

案。河南建成县级以上体育社会组织

4128 个、体育俱乐部 914 个，引导近 4
万个健身站点开展活动。山东日照打

造“一个体系、三支队伍”，推动健身服

务零距离，确保基层群众体育“有人

管、有人干、有人帮”；江苏省建设一大

批群众身边的体育公园、社区健身中

心、智能健身房……全民健身找准发

力点，构建新坐标，让百姓收获实实在

在的好处。

2017 年金秋，第十三届全运会在

天津举行。全运会首次增设 19 个群

众体育项目，近 8000名业余选手站上

决赛赛场，直接参加海选的民间爱好

者达到千万。敞开大门的全运会为广

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

台。接地气、聚人气，这是“全运惠民”

理念的具体践行，更是打破体育发展

壁垒、盘活体育资源的全新尝试。

与时代发展对接，为人民需求服

务，大格局创造新平台，大格局激发新

活力。全民健身根植于民、服务于民，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从发展瓶颈突破 寻找新办法 创

造新模式

54 岁的柔力球爱好者路少霞，每

天雷打不动到天津西沽公园晨练。建

在这座老字号公园内的全民健身中心

去年正式投入使用，包括充气膜游泳

馆、室内健身房、足篮球场、乒乓球长

廊、健身步道等多种设施，让周边居民

享受到“10分钟健身圈”的便利。

健身去哪儿？这是全民健身亟待

解决的瓶颈问题。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身需求与场地设施紧缺之间的矛盾，

既是全民健身的痛点和难点，也是群

众体育工作的突破口。

群众期盼什么就解决什么。江苏

瞄准农民锻炼“洼地”，实施万村体育

健身工程，绝大多数乡镇已建成小型

全民健身中心和 2000 平方米左右的

多功能运动场，行政村基本都建有健

身房、篮球场、健身路径乃至健身广场

等设施。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利用城市改造

升级过程中留下的“金角银边”，在街边

建起970个笼式足球场，深受大众欢迎。

体育公园、社区健身中心、智能健

身房、商场或旧厂房改造……充分调

动各种资源，因地制宜低成本建设体

育设施。2018 年，国家体育总局统筹

协调，推出解决群众健身难的十项举

措，包括建设一批健身步道和自行车

道、一批体育运动休闲综合体、一批共

享健身服务平台等。广泛动员各级政

府、社会各方面加大投入，创新政策、

创新机制，加强管理，让广大群众在家

门口就可健身。

健身有质量，关键在方法。去年

8 月，《全民健身指南》正式发布，“练

什么”“怎么练”有了科学依据，社会反

响颇佳。

一系列新突破依托于改革创新的

强大动力。改变政府包办的格局，吸

纳社会力量办体育，培育多元市场主

体。浙江温州鼓励社会力量全方位参

与群众体育，体育部门职能向社会组

织转移，体育赛事培训等服务向社会

购买。据统计，全市登记备案体育社

团 1866家，体育社会组织全年举办各

类比赛活动超过 5000场，成为全民健

身的主力军。

创新观念模式，释放体育资源，激

发社会活力，由此形成“全民办体育、

体育为全民”的良性循环。各级各类

健身赛事活动丰富着大众的业余生

活，普惠性公共体育服务在基层生根

开花，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向深度融合迈进 汇聚新共识 拓

展新舞台

在“十三五”总体布局中，全民健

身被赋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

荣、民生改善等多重价值。“全地域覆

盖、全周期服务、全社会参与、全球化

合作、全人群共享”的大体育思路逐步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之路越

走越宽广。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携手同行。

在山东日照，体育为城市打上独

特印记。“春有国际太极拳、夏有水上

运动会、秋有国际马拉松、冬有中国体

操节”的四大赛事格局初步形成，2017
年，全市通过体育赛事吸引游客 1200
万人次，拉动旅游收入 70 亿元、增长

40%。

浙江温州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全市社会力量兴

办青少年体育训练机构达 24家，在训

人数 1844 人，已累计向省队输送 102
人 ，在 去 年 的 各 类 省 级 赛 事 上 夺 得

111枚金牌。

去年，冰雪、航空、山地户外等项

目的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进一步推

进体育供给侧改革。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互相支撑，打通跨界平

台，短板被不断补强。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

“大健康”要依靠“大健身”，将疾

病防治的关口前移，从资源调配、部门

合作到复合型人才培养，全民健身和

全民健康正逐渐实现全方位、深层次

的融合。据悉，国家体育总局已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达成共识，大力培

养开运动处方的社区医生和全科医

生。探索把体质监测纳入国民体检，

在医院开设科学健身门诊……各省也

在推行试点，探索路径。

河北石家庄万拓健身服务中心开

展了首期“百人百天健康干预”活动。

由医疗、营养、运动、体能训练等方面组

成的专家团队为健身人群提供体质检

测、运动风险评估、慢性病防治等“一站

式”健康服务。老百姓纷纷点赞：“与其

花钱去医院，不如自觉去锻炼。”

——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等战略

充分对接。

全民健身向广大农村辐射，不仅

改善当地百姓体育锻炼条件，更成为

促进脱贫攻坚、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新

支点。从去年开始，一批全民健身模

范县、体育特色小镇创建得如火如荼。

福建开展“全民健身百村行”活

动，3年来参与人数超过 3万人次。挖

冬笋、挑谷子接力、60米插秧、传统竹

木弓箭射艺……这些充满乡土味又不

失竞技性的特色活动，将民俗文化与

全民健身结合，勾勒出红火的农村健

身图景。

广 东 创 办“ 南 粤 古 驿 道 定 向 大

赛”，岭南古村落纵横交错的街巷成为

健身舞台。以开展体育活动为契机，

推动当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老百姓

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

……

和健康相伴，与幸福同行，这是时

代的呼唤，也是百姓的期盼。人人共

享体育，体育造福人人。“全民健身日”

每年只有一天，但健身早已融入生活

的每一天，强健着国人筋骨，凝聚着民

族力量。

和健康相伴 与幸福同行
——写在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

□ 人民日报记者 郑 轶 范佳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中

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实施意见》（晋发〔2018〕23 号）《山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

卫 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的 通 知》（晋 政 发

〔2018〕30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山西省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

车污染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18〕45号）有关要

求和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统一部署，我

市将集中开展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

车污染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通过集

中整治，进一步提升柴油货车污染物排放

达标率，减少散装物料运输车抛洒扬尘污

染，引导散装物料集装箱运输或硬密闭运

输，控制输入性交通污染，促进绿色交通

健康发展，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改

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实现国家和省提出

的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污染治理

阶段性目标，推动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提

供有力支撑。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柴油货车和散装

物料运输车污染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二、全面实施城市过境车辆优化通行

措施。从 2018年 8月 15日零时起，全市所

辖县（市、区）城区实施城市过境车辆优化

通行措施。

三、集中开展柴油货车排放达标治

理。严格在用柴油货车排放检验，加强柴

油货车销售、注册、市场准入监督管理，开

展柴油货车排放联合执法，从严查处不合

格油品和车用尿素，坚决取缔黑加油站点。

四、集中开展公路抛洒扬尘治理。加

强散装料源头装载治理，加大抛洒扬尘污

染整治力度，强化城市过境公路养护管理。

五、专项行动在省市联合执法专项行

动领导组统一领导下，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各级交通、公安、环保

等部门按照职责开展联合执法。

希望各运输企业、经营户、车主、驾驶

员积极参与、支持配合专项行动，及时向

所在地政府了解相关政策，主动开展交通

污染治理，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山

西做出应有的贡献。

市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

设在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监督服务热线：12328
市公安交警监督服务热线：96122
市环境保护监督服务热线：12369
真诚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吕梁市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污染治理
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

2018年8月10日

吕梁市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
污染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办公室公告

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记者 刘敏 王
井怀）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批准

右玉、吉县、中阳 3 县退出贫困县。在中阳

县，汉光武帝刘秀命名的“一宿饥”和“万年

饱”村，历经两千年沧桑，没能改变受贫挨饥

的命运。只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这一

“千年穷”的印象才真正开始改变，“万年饱”

的愿望也随之实现。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

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心

中有百姓，才会见心见肝地关注这片饥贫之

地。一脚跨进老乡家，掀开锅盖看看吃食好

坏，摸摸炕头试试温度冷暖，想百姓之所想

急百姓之所急，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力量，埋

得再深的穷根儿也必将被拔掉。

万年饱村何尝不是中国扶贫攻坚图景

万千笔画中的一笔？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不断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是千金诺言也是行动指

南。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大批基层干部

坚守在最贫困的山区，服务于最贫困的人

口，用艰辛铺就脱贫之路，用智慧引来致富

金凤凰，为贫困群众带来希望与力量。

攻克非常之艰难必下非常之功夫。给予

更集中的支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开展更有

力的帮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

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重中

之重，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提出了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方略，集全党全国全社会之

力，向贫困发起一轮轮冲锋，推动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

哪怕贫有千种、困有百样，矢志不渝的

奋斗必将梦圆今朝。决战决胜贫困正当最

后冲刺阶段。啃下贫困的“硬骨头”，打赢摆

脱贫困这场“硬仗”，需要再接再厉，尽锐出

战，坚决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之策，真抓

实干、埋头苦干。面向未来，我们坚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万年饱村和全国人民一道迈进

小康社会，取得反贫困斗争的历史性胜利。

没有爱民心何来“万年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