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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记者王恒志）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成为世界冰雪运
动大国，为我国迈向体育强国打下了更为坚实
的基础。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在新时代建设体
育强国、助力健康中国的擂鼓声中，中国体育蹄
疾步稳，迈向新征程。

塑造新时代精神风貌

　　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再度以“无与伦
比”之姿震撼世界，彰显大国担当。中国代表团
以 9 金 4 银 2 铜的战绩高居金牌榜第三位，创
下参加冬奥会以来历史最佳战绩的同时，还展
现出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奋力追
梦的青春力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开放、自
信、可敬的中国形象。
　　这是体育的力量，是新时代赋予体育的全
新内涵。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
健儿在国际赛场上连创佳绩，极大振奋了民族
自豪感，体育凝聚人心、振奋国人的力量没有改
变，还在新时代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动能。
　　在迈向新征程的道路上，我们点赞冠军，也
不吝于将掌声和赞美送给那些矢志逐梦、拼尽
全力，却未能站上领奖台的选手们。故而，拼尽
所有、创造亚洲人百米最佳的苏炳添，和前途无
量的冬奥冠军苏翊鸣一样，都能成为这个时代
的英雄，都是这个时代国人心中的强者。
　　这是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全新形象。因
为自信自强，我们拥有了更开放、平和的心态，
可以正视输赢，更清晰地看清体育本质。
　　人生能得几回搏。在奋进新征程的道路上，
中国体育人必将不断登上新的高峰，同时也会
不断发扬中华体育精神，造就更多青少年奋发
逐梦的青春偶像。

给体育产业插上腾飞之翼

　　一届“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是对中国
办赛能力的一大肯定，而这背后，离不开科技赋
能、技术创新的加持。绿电、5G、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黑科技”云集的北京冬奥会，也
为中国体育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
方向。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冬奥会也为中国体
育产业尤其是冰雪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就

表示，任何一家有远见和雄心的企业，都不愿
意错过中国滑雪的市场机遇。
　　 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
出）为 27372 亿元，增加值为 10735 亿元。受
疫情影响，与 2019 年相比，总产出下降
7.2%，增加值下降 4.6%。但体育服务业增加
值为 7374 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 68.7%，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危
中有机，是疫情发生以来体育产业发展的最
好注脚。中国体育产业要到 2035 年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无论是鞋服用品为主的
传统制造业，还是竞赛表演等新兴服务业，中
国体育产业都需要拥有更多核心技术，要从
数量为王的时代转入 IP 取胜的时代。
　　过去几年里高速增长的安踏正是传统

体育企业转型的代表，通过并购、创新，借力
奥运，安踏营收逐年增长，已有成为体育用
品类巨头之势；创办于江苏无锡的跆拳道大
满贯赛事，则直接带动世界跆拳道运动的竞
赛规则改革，中国 IP 讲述出全新的中国故
事……
　　体育强国新征程中，体育产业的长足发
展，将进一步为体育强国事业打牢地基，为竞
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注入源源不绝的经济
动能。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实现了“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国老百姓的体育清
单里，补上了冰雪运动这块短板。
　　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体育强国，也是
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为了让人民
生活更美好。
　　自 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体育的发展就始终与人民的向往息息相
关。目前，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
4 亿，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
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90% 以上。到 2021
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97.1 万个，体育场
地面积 34.1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平方米。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健身步道连起百姓
与健康的距离，体育公园成为百姓休闲娱乐
的新去处，随着参与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更多国人理解了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的逻
辑指向。体育还在社会治理中不断发挥效能，
体育达人、体育社团、体育组织成为基层社
区、街道治理的“黏合剂”，为美好生活添砖加
瓦……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体育未来仍大有可
为。2022 年伊始，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少军
就忙了起来，体育开放融合发展、缓解场地设
施供给矛盾、落实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构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新体系……这些
都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而核心点只有一个：
人民。陈少军说，目前体育事业发展到了全新
阶段，在新时代要有新作为，让人民生活更美
好是体育人责无旁贷的目标。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体育强
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我国体育事业将与新时
代同频共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功
立业。

蹄疾步稳，迈向体育强国新征程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闫起磊、白明山）从塞外山城
到冬奥之城，从脱贫攻坚主
战场到冰雪产业聚集地，乘
着北京冬奥会东风，河北省
张家口市大力发展冰雪经
济，“冷资源”加快变身“热产
业”，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
捧起了“雪饭碗”。

“一坡白雪”美

圆梦小康时

　　“真没想到，山上的一坡
白雪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
运。我儿子在雪场工作，儿媳
在旅游接待酒店干物业，我
和老伴过上了踏踏实实的晚
年生活。”说起北京冬奥会带
来的变化，张家口市崇礼区
四台嘴乡太子城村村民李果
十分开心。
　　太子城村有 400 多户、
1200 多口人，因地势高寒，
村民以往收入主要靠种地和
外出打工。村党支部书记高
伟说，现在，全村三分之一的
人从事冰雪相关行业，年轻
人纷纷返乡，“冬奥让我们村
圆了小康梦”。
　　太子城村所在四台嘴乡
一带的发展曾主要靠采矿，随
着市场变化和环保政策的强
化，一度辉煌的采矿业衰落下
来。近年来，依托冰雪资源优
势，当地陆续开发建设了一批
大型雪场，并成为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场馆及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的核心区域。
　　如今，“一坡白雪”成为
四台嘴乡的发展资源，为加
快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活
力。2021 年，全乡农民人均
纯收入超过 1.6 万元。
　　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崇礼也因雪而兴，
因冬奥而闻名，全区 10 余万人口中直接或间接
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已超过 3 万人。
2019 年崇礼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脱贫摘帽”。
　　冰雪产业已成为崇礼新的经济支柱。全
域拥有 7 家大型滑雪场，其中 4 家跻身“中
国滑雪场十强”，区域内雪道 169 条、总 长
160 余公里，成为国内高端滑雪聚集区。

喜捧“雪饭碗” “集群”强振兴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记者走进张家口市万
全区“林语山谷”冰雪运动主题乐园。这是一座
2021 年底投入运营的滑雪及亲子乐园，由张家
口万铁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因毗邻张家口市
主城区，成为周边滑雪爱好者的首选地。主题乐
园开业以来人气一直很旺，有时还要实行限流。
　　“林语山谷”冰雪运动主题乐园的开发直接
带动了万全区旧堡乡三里庄村的发展，这个村
曾是万全区贫困人口较多的贫困村之一。
　　“我们用了 80 多个长期工，有一半是三里
庄的村民。不仅如此，雪场还带动了周边服务
业，成为脱贫之后接续乡村振兴的有力产业支
撑。”张家口万铁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一告诉记者。
　　“我这年纪外出打工也不方便，以前靠种地
有点收成，如今家门口有了雪场，我放下锄头，吃
上‘滑雪饭’了。”60 岁的三里庄村民王广荣说。
　　春节过后，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内
的企业陆续开工生产。产业园负责人介绍，目前
产业园已签约 4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 45
亿元。项目陆续投产后将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
就业机会。
　　记者了解到，张家口市已累计引进冰雪产
业项目 100 多项，涉及冰雪装备研发制造、人
才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已有 50 多个项
目投产运营，全市冰雪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冰天雪地”间　“真金白银”来

　　凿冰、下网、收网……随着冬捕队员将长长
的大网缓缓拉出冰窟，一条条活鱼跃出湖面，库
伦淖尔湖的冰面瞬间沸腾了。北京冬奥会期间，
张家口市沽源县连续多日举办的“库伦淖尔湖
冬捕节”，吸引了众多游客。
　　这里是距离京津最近的冬捕活动地之一，渔
猎文化传承千年之久。由于冰冻期长，鱼类资源
丰富的库伦淖尔湖为冬捕活动提供了优越条件。
　　家住库伦淖尔湖畔的村民孙河说，过去，这
里冬季太冷，人们大都在家“猫冬”。现在，村里
很多人都加入了冬捕队，有的开起了农家乐，乡
亲们大冬天都忙活起来了。
　　紧邻崇礼的沽源县依托“冷资源”，着力打
造“零度以下”旅游项目，挖掘传统的库伦淖尔
湖渔猎等资源，打造冰雪渔猎文化节，让“冰天
雪地”变身“真金白银”。
　　近年来，张家口市推动冬奥机遇加速转变
为发展“红利”，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力乡
村振兴，大力发展冰雪经济等主导产业，努力交
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河北省统筹推进冰
雪运动向纵深发展，全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超
过 3000 万人；与此同时，逐步培育壮大的冰雪
产业正在成为拉动城乡发展的“新引擎”，冰雪
旅游势头强劲，“冷资源”加快变身“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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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涌现的各种“黑科
技”让人惊艳，中国的体育科技在世界舞台中
央闪光的背后，也正在成为助推全民健康的
一股重要力量。
　　二月底的岭南，已是春暖花开。广州市海
珠区洲头咀公园本是珠江边上一个静谧所在，
但近一段时间却热闹非凡。不久前，这里安装
了一套户外智能健身器材，设有立式健身车、
推胸划船训练器、高拉推举训练器、深蹲训练
器、腹背肌训练器、上肢屈伸双功能训练器、智
能竞赛车等 10 多种智能体育设施。只需要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健身者就可以看到热量、功
率、心率等即时数据，而每次锻炼的数据也将
记录下来上传云端，大批市民被吸引前来“打
卡”。
　　“相比之前公园里那些简单的器械，这个
智能健身器材很好、种类很多，每次都可以把
数据记录下来，自己的进步‘肉眼可见’。”一
位锻炼的市民说。
　　为该公园提供智能健身器材的深圳好家
庭公司董事长张佳华介绍，在全国已经有上
百个公园安装了智能健身设备，仅仅在深圳，
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智能健身设备上锻炼的
人数已超过 50 万人。
　　他介绍，最新的室外智能健身房系统利
用云计算、5G、物联网等技术，可实时显示、
储存、分析用户体测数据，自动生成个性化运
动处方，将用户引导至心肺功能区、力量训练
区进行有氧运动或抗阻训练。面对有运动基
础的用户，可形成“测试-训练-测试-提高”
的闭环，帮助用户达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
　　“我们尝试通过全新的室外智能健身房，将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真正使体育成
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张佳华说。

　　在体育科技的推动下，健身正在变得越来
越个性化，同时也正在打破传统健身的时间和
空间。如今，家用健身器的第一选择，已由原先
的“三大件”——— 跑步机、单车、划船机，悄悄变
成了“三小件”——— 筋膜枪、瑜伽垫和健身魔镜。
　　受到疫情的影响，居家健身成了越来越
多人的选择——— 对着健身魔镜，在瑜伽垫上
挥汗如雨，结束后用筋膜枪放松一下，这一切
都可以在几平方米的空间完成。
　　 2021 年体博会上，泊康科技发布了“第
二代健身魔镜”，这款魔镜占地仅 0.25 平方
米，一块地板砖的面积却包含了 3D 姿态捕
捉、AI 精准算法、立体手势操控等核心技术，
当健身者的动作不标准时，魔镜会实时提醒：

“请把腿再抬高一点”。
　　事实上，魔镜可能并非一户一块，但手机
却是人手一台，借助 App 的持续迭代，健身
也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一块手机
屏幕开启自己的健身之旅。
　　疫情期间，路跑运动虽然面临办赛挑战，
但并未影响爱好者的跑步热情。在今年 1 月
初的体育大生意年度峰会上，路跑软件悦跑
圈 CEO 梁峰介绍，2021 年悦跑圈 App 用户
数量同比增长 16.7% ，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21.4%。其中女性跑步用户增长趋势强劲，增
长高达 18.4% ，男性用户增长 15.5% 。另外，
跑步群体年轻化明显，“90 后”和“00 后”跑
者以 41.2% 的占比成为主力。
　　“体育科技将成为 2022 年体育产业中最
有潜力的细分行业之一，而体育科技也正在
成为推动全民健康的重要动力，一方面吸引
和留住更多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另一方面
让健身更为精准、质量更高。”体育大生意创
始人李涛说。 （记者王浩明）新华社广州电

体育科技助力全民健康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杨静）寒潮过后，云南
省会泽县新城的搬迁安置区暖阳高照。随着安
置区孩子们陆续开学，在妇女儿童中心忙了一
个月的吴赞平终于可以轻松点了。
　　吴赞平是会泽新城妇联项目点的社工，去
年开始在安置区做群众的融入发展工作。在刚
过去的寒假，她和 8 名大学生志愿者为 40 多
名搬迁家庭的孩子定制了“专属课程”。
　　上午做寒假作业，下午培训安全知识、做手
工艺品、演情景剧……吴赞平说，持续的培训让
孩子们越发活泼开朗。
　　“他们还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长。”吴赞平
说，在开展垃圾分类、小动物讲卫生等情景剧
后，一些家长还来到中心详细了解具体的做法。
如今，不少搬迁群众也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来。
　　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
置区，会泽新城容纳了 8 万余人，群众多从偏

远山区搬迁而来，要融入城市生活，需从教会
他们用电梯等简单小事做起。
　　“搬迁群众变成了新市民，就要有新面
貌。”会泽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绍，让搬迁
群众实现“要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就要
大力推进扶智扶志工作，引入社会工作组织
是当地持续开展扶智扶志的一个缩影，他们
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摒弃不良习俗，扭转

“等靠要”思想，从而开阔视野、补足素质
短板。
　　“雪花纷飞，要有责任担当，要让贫穷成
为过去，要让生活有所保障……”这是会泽新
城搬迁户王文选送桶装水途中发的一条朋
友圈。
　　 2019 年，王文选一家从半山腰的土墙
房里搬至会泽新城，王文选也在社区的帮助
下开始送桶装水，改变了过去守着几亩玉米
地、花生地过活的日子。“政府给了我们好政

策，自己也要加油干。”王文选说，自己的两个
儿子都在上学，他们是家里的希望，为了他们
什么苦都不怕。
　　在脱贫攻坚期间，云南有近 150 万人因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过去的生活。面对如此
多的搬迁群众，做好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依然
重要。
　　“针对搬迁群众，去年我们发放了 125
亿元创业贷款，转移就业 48 万余人。”云南
省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绍，他们积极完善配
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强化社区治理和社会
融入，加强产业创业扶持，确保“稳得住、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
　　康恩家园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最大的搬
迁安置点，位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永
宁社区。在安置点的康恩家园制衣厂，制衣
厂 主 管、搬 迁 群 众 武 治 军 正 在 分 配 制 衣
计划。

　　武治军过去在福建、广东等地务工，去
年，随着搬迁点的制衣厂开始运营，为了照顾
家人，他选择就近务工。起初每月工资不到
3000 元，但随着自己技能的提升，他开始担
任小组长、主管，现在每月有 5000 多元收
入。武治军说，制衣厂是当地引进的一家企
业，提供了 100 余个就业岗位。
　　过去搬迁群众思想较为封闭，害怕与外
界接触，更多依靠以前的土地增收。“发展产
业和保障就业是搬迁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措
施。”永宁社区党委书记苟松说，政府在安置
点成立就业服务站，详细介绍企业情况、工资
待遇和劳动力需求，开通点对点劳务输出班
车，提供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方式，让搬迁
群众最大限度实现就业。
　　如今，在云南的搬迁安置点，群众有了增
收的技能，有了持续增收的产业，在幸福生活
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云南：多措并举写好搬迁“后半篇”

  ▲ 2 月 27 日，在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养老服务中心，两位老人
边剪纸边聊天。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2021 年以来按照就近、普惠原则建设
养老服务中心，并同步组建“红辉暖心”志愿服务队，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
医等爱心志愿服务。如今，在日照市岚山区，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暖胃更暖心的服务。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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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月 22 日，蒋连超在湖南益阳市沅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录制短视频。
25 岁的蒋连超，201 9 年从湖南城市学院测绘工程专业毕业，放弃了进入大型
国企的机会，成为沅江市南竹山村的“乡村合伙人”。他带领村民办农庄、搞养
殖，还组建团队实现当地农产品销售网络化运营。近年来，“Z 世代”新农人的
身影越来越多。乡村振兴大舞台上，“Z 世代”正展现着青春力量。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