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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市市起起草草全全民民健健身身实实施施计计划划
到2020年，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3%以上

2017 . 2 . 20 星期一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记者 李军

记者从聊城市体育局获悉，该部门起草了《聊城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要求将全民健身作为聊城市发展战略，推进健康关
口前移，激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营造重视全民健身、支持全民健身、参与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到2020年，全市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
进一步增强，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3%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38%以上。围绕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这一目标，加快场地设施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科学健身，提升人们们幸福指数，充分发挥全
民健身在倡导健康生活、团结凝聚人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城乡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

编制市、县“十三五”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和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规划，有计划地加快
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到
202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2 . 0平方米以上。县(市、
区)全部建有“三个一”工程(一
个公共体育场、一个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一个体育公园或健
身广场)，乡镇(街道)普遍建有

“两个一”工程(一个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或灯光篮球场、一个
多功能运动场)，行政村(社区)
建成一个多功能的文体广场，
着力构建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四级群众
身边的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网络
和县级以上主城区建成15分钟
健身圈；严格落实新建居住区
和社区公共体育设施配套建设
标准，公共体育设施与住宅区
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同步投入使用，不得挪用或侵
占。

鼓励利用旧厂房、仓库、老
旧商业设施等闲置资源改造建
设为健身场地设施，推广多功
能、季节性、可移动、可拆卸、绿
色环保的健身设施；在聊城主
城区及各县(市、区)城区公园、
广场、绿地和旅游景区及空置
场所等公共区域，建设休闲健
身场地设施、健身步道和自行
车道，配备体育设施器材；鼓励
发展户外营地、徒步骑行服务
站、汽车露营营地、船艇码头等
服务设施。提高设施利用效率，
探索建立中小型体育场馆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机制。

围绕“河湖秀美大水城，宜
居宜业新聊城”，挖掘“运河”文
化和“温泉”文化，积极融入省
会城市群休闲体育运动圈和大
运河文化旅游运动圈建设，开
展高唐清平森林公园等“山东
省绿色生态休闲体育活动基
地”创建工作。重点打造百里古

运河、徒骇河休闲体育带，环中
华水上古城、东昌湖、金龙湖水
上世界运动休闲娱乐竞技圈，
东阿阿胶休闲健康养生目的
地，九州洼湿地公园、冠县天沐
温泉养生度假基地，森林公园
和林场、湿地自驾游户外露营
地和自行车运动休闲基地，试
点推进东昌府刘道之村等具有
体育元素的农业休闲旅游品牌
基地建设，初步建成中国知名
休闲体育目的地城市。

广泛开展各级各类

全民健身活动

因时、因地、因需要坚持开
展经常性、普遍性、趣味性的全
民健身活动，丰富活动供给。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要把职工健身列入工作计划，
广泛建立职工体育俱乐部和体
育健身团队，开展符合单位特
点和职工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
和竞赛活动。倡导每周健身3-4
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将各单
位坚持“工间(前)操”制度、开展
国民体质测试和举办职工运动
会等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单位创
建内容。

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广泛开展青少年阳
光体育运动，确保学生校内每
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
每名学生掌握2项以上体育运
动技能，养成锻炼习惯。加强学
生体质状况和参加体育锻炼情
况的考核评价，将考核结果纳
入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作为升学的重要依据或参考。

完善老年人健身保障体
系。实现老年人体育工作有组
织、有人员、有阵地、有经费，推
动持续健康发展。在乡镇(街
道)、行政村(社区)普遍建立老
年人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做好
老年人体育工作骨干队伍免费
培训，支持行政村(社区)组织开
展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活
动，为老年人提供科学健身指
导。到2020年，经常参加健身活

动的老年人达到50%以上。
打造中国运河名城自行车

大赛、健步走马拉松嘉年华、国
际搏击争霸赛、全国国际象棋
比赛、全国公开水域游泳、全国
地掷球健身展示大会等高水平
群众体育品牌赛事和活动，提
升聊城“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
的影响力。将发展足球运动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创新足
球管理模式，完善足球产业链，
积极推动足球事业改革。到2020
年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0 . 7块以
上。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
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特点的特色
运动项目，积极开展打造“一县
一特色”全民健身品牌特色活
动。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
开展网络健步走等赛事活动。

全民健身站点将达

每万人8个以上

积极构建全民健身组织网
络。到2020年，市、县(市、区)和

80%以上的乡镇(街道)及有条
件的行政村(社区)建立健全体
育总会。市级单项体育协会达
到43个以上，县级单项体育协
会达到180个以上，乡镇(街道)
体育健身组织和各类民办非营
利性体育俱乐部达到 2100个
以上，全民健身站点达到每万
人8个以上，依托体育彩票销售
网点建立全民健身服务站，各
类健身场所(点)配备兼职体育
工作指导员。实现行政村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健身组织、健身
活动、健身指导全覆盖。各乡镇
(街道)普遍建立“1+4”(即1个体
育总会，1个老年人体育协会、1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和2个
以上单项体育协会)发展模式，
每年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不少于
30次。各行政村(社区)成立1-2
个健身团队，每年开展文体活
动不少于5次。2018年底前扶贫
工作重点村健身工程建设任务
全部完成。

切实加强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工作。继续深化实施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活动，普遍建立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到2020
年，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
指导中心，面向社会提供全民
健身公益服务的志愿者不低于
2万人，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证书的人数占总人口比
重达2 . 3‰。

加快发展全民健身服务
业。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
善政策措施，培育多元市场
主体，调动社会力量、鼓励社
会组织及个人投入和支持全
民健身工作，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全民健身工作的有效
格局。大力培育健身休闲、竞
赛表演、场馆服务、中介培训
等体育服务业，实施体育服
务业精品工程，支持各地培
育一批优秀体育俱乐部、示
范场馆和品牌赛事。围绕运
动体验、运动休闲度假和重
大赛事，丰富体育旅游线路
和休闲健身产品。

健身体育器材村内落户。(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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