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你已经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园、小区内安置上了多
种多样的健身器；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一个社区里都有那么一个场地，专
门用于居民跳广场舞，从什么时候开始，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像雨后春笋般
接连冒了出来，还个个生意红火。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全民健身”这四个字已
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我们的生活，并慢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会员人数上来看，我们在全省各市的毽球协会中，人数应该是最多的。”
管秘书长介绍说，潍坊是全省毽球运动开展较好的地区之一，通过之前参加省

运会得到的成绩来看，踢毽水平在全省前三四名左右。此外，协会还经常组织
会员和其他地市区的毽球协会进行交流，每年10场左右友谊赛。

“九月份就要参加省运会了，现在每个周一、三、五晚上都会在羽毛球
馆进行集中训练”，管秘书长介绍说，其实就算不是为了比赛，也总是会

有会员在闲暇时间结伴到羽毛球馆练习，这项活动已经成了大家生
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春风健身团在2010年成立的时候之后只几个人，现在
发展到七八十个人了。”几乎在每个小区周围，都会有一个“老

年跳操团”，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有老人们在这里跳广场舞，中
和园社区也不例外。社区工作人员王冬梅说，为了鼓励、支

持辖区内的居民都参与到跳操中来，每天早上六点社区
居委会的高书记都会带领居民在花园里面跳广场舞，刚

开始还有些老人觉得害羞，但是看着书记都加入到这
个队伍中来了，自己自然也就放松参与了。“跳操的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王冬梅说，辖区内有位老人
叫张文坤，因为关节有病经常腿疼，刚开始跳操

时根本跟不下来，跳一会就要坐下休息。可是
坚持锻炼半年以后，她每次跳操都可以完整

地跟下来，一曲不落。

当观念

慢慢渗进日常

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潍
坊市体育设施覆盖率农村达到80%以上，社

区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90%以上，人均占有体育
场地面积为2平方米。“根据统计，市每周参加健身活动

三次以上、每次不少于30分钟、经常锻炼的人数所占比例为
28%。”体育局工作人员说，在第三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中，潍坊

市国民体质达标率81 . 9%。目前，潍坊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约有1万人，
潍坊市健身站点在2000个左右。
记者了解到，目前，潍坊市从事体育服务业的商家已达800余家，年营业额

达10余万元(不含体育彩票业)；体育彩票2011年发行量突破7 . 51亿元，居全省前列。
青州驼山滑雪场节日期间每天吸引3000余人前来健身，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来自青

岛、东营等周边地市的滑雪爱好者，带动了当地旅游、文化、服务等多项产业的发展。
“潍坊市每年组织承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近20项。有些传统赛事已形成传统。”体育局工作人

员介绍说，如“潍坊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举办了6届，“希望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联赛举办了3届，潍
坊滨海国际风筝冲浪赛举办了4届，办赛规模和影响力都逐年增大。“潍坊杯”、“希望杯”足球赛被国家体

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列为“中国十大国际足球赛事”。同时，潍坊市每年还举办一些商业性大型
赛事活动，近年来举办了直通鹿特丹中国乒乓球队选拔赛、中美男篮对抗赛、中国国青与新西兰国

青女足挑战赛、全国足球乙级联赛等一系列大型赛事，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在家门口欣赏高规格
比赛的便利。一系列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政府在体育民生投入上的真金白银。

健身在市民生活中已经扎根发芽，但是要如何继续生长壮大，还是一未知结果的问
题。体育局工作人员在“展望未来”时提到，会支持鼓励多种资本成分进入体育产业领

域。争取到“十二五”计划末，各级各类体育健身俱乐部达到1200家以上，形成一定
产业规模，建立规范有序的体育健身休闲市场，培植一批实力较强的健身服务商

家和品牌。
此外，努力建成市、县(市区)、乡(街道)三级全民健身中心，构建“中心

城区10分钟健身圈”和“县市区15分钟健身圈”，城乡社区体育设施覆盖
率达到100%，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达90%以上。让城乡居民体育有

意识和科学健身素质普遍提高，农村体育人口达到农村人口的
29%以上，城镇体育人口达到城镇人口总数的40%以上，城乡居

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比例明显增加，市民
体质明显改善。

下个五年，“高烧别退”

潍坊毽球协会从
2011年8月成立至今已经
快两年了，会员从最初的
三四百人到现在的两千多
人。

7日早上七点多，在人民广
场上。十几位身着运动装的市民
围在一起，一只小小的毽子在他
们中间上下翻飞。“在这踢毽已经快
一年了，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今年
42岁的蔡先生说，这是他和另一个毽
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毽球队”，一开始
只有三个人在踢，后来参与人数越来越
多，不少家住附近的球友都赶过来“凑热
闹”，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机关工作人
员，也有刚退休的老人。“每个周末都从早上6

点一直练到9点。”
潍坊市毽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管贤辉向记者

介绍说，协会自2011年8月份成立以来，发展十分迅
速。“我在七八年前刚开始接触毽球的时候，很少有
人知道它，广场上更没有练习踢毽的人的身影”，他
说，协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会员已经从最初的三四百
人到现在的两千多人了。

广场一角，

毽球踢起来

38岁的曹斌
是潍坊学院体育场
的常客。自从去年把家
搬到银枫路上，他每天都步
行10分钟，来篮球场上玩上个
把小时，或者绕着学校操场跑两
圈。傍晚，刚下场的他正喜滋滋地擦
着汗水。“篮球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每天来玩一会儿，一天都感到神清气
爽。像我这岁数，还活跃在球场上的不多了。”

每天下班后，51岁的蔡晶都会约上几位朋友
到东风街上一家健身俱乐部健身。大部分情况下，她
们先在跑步机上活动10分钟，然后和年轻女孩们一起去
跳操。约一盏茶功夫，便个个面色红润，一脸细汗。蔡大姐告
诉记者，以前是女儿在这里健身减肥，三年前女儿去了外地上
大学，把会员卡留给了她。“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这既是一种
锻炼又是一种享受”，她说，像自己这个年纪的女性，其实是十分需要
锻炼的，刚开始时还是练练停停，去年开始她咬牙坚持下三个月来，就
养成了习惯，几天不来，浑身都觉得难受。

在樱园社区广场外面，每天晚上都有近三百人跳舞锻炼身体。一对姓庄的
夫妇是这个队伍里的名人，老两口经常自己掏钱到全国各地访名师，学更新潮的
舞步，回来后再教给大家。跟他学习跳舞的“学生”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学会的舞步已
多达100多种。“这播放机，这两百张碟，六个音响，还有这些大灯，可都是他们自己为大
家准备的”，一位“学员”告诉记者，冬天下雪时，只要雪停了，老人就会带着家伙什来这里
扫雪，等晚上他们再来跳舞时，广场上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面对记者的采访，庄女士一
脸不好意思：“这有啥，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现在不是倡导全民健身么”。

人人

都爱做运动

本报记者 王琳 赵磊

从从一一个个概概念念到到一一个个现现象象，，
强强身身健健体体再再不不是是一一个个抽抽象象的的描描述述

全全全全民民民民健健健健身身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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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全民健身这五年

从2009年起，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
身日”。一时间，全民健身，从体育名
词变身民生热词。

在五年这个节点上，我
们不妨回顾一下“全民
健身”这个字眼近乎
跃 进式的发展
过程。

潍坊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启
宾介绍，年初，刘曙光市长在
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今年潍坊市政府今年承诺办好
的25件实事中，设计医疗健康
方面的事实有如下4件： 一
是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提升工
程，3年内每个乡镇卫生院健
全中医门诊和中药房，5年内
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中
医门诊，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

卫生室开展中医业务；而是实
施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三
是 3年内建立起市、县、镇
(街)、社区四级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四是新建城镇全民健身
工程584处。

“与全面健身密切相关的
这584处全民健身工程正在按
计划有序推进，其中部分已经
完成。”张启宾说，在今年推
进的全民健身工程中，也遇到
了一些问题，其中在5月招标

的一项关于68处农村社区投放
器材的项目因为中标商一直没
有注册好分公司而被搁置到现
在，“财政局要求的是中标
100万以上的公司需要在潍坊
成立分公司才能与签工程合同
书，而中标公司多是外地企
业，办理分公司程序较为繁
琐，因此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去
处理。”

本报记者 王述 丛书莹
实习记者 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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