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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10 分钟体育
健身圈”基本建成，群众体育赛事全年不断档，
体医融合拉高居民“健康值”……江苏省苏州市
近年来打造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
爱运动、常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常态。
　　迎着朝阳、吹着晨风，沿金鸡湖水岸慢
行绿道跑上两公里是苏州市民王晓宇的“必
修课”。“出门步行五六分钟就到金鸡湖边，
这么好的运动环境不可辜负。”王晓宇告诉
记者，苏州健身设施配套完善，“我公司楼下
还有篮球场，午休时间我常和同事们去投上

几手”。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苏州市拥有各
类体育场地 34237 个，其中室外体育场地
24622 个，室内体育场地 9615 个，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 3.81 平方米。
　　苏州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陈俊介绍，
苏州市区和各县级市均高标准建成体育中心、
全民健身中心等综合性体育场馆，全市镇（街
道）文体中心、村（社区）全民健身路径、器材基
本实现全覆盖。该市还推进休闲体育设施建
设，建成健身步道 5000 多公里、各类体育公园

（广场）110 个，城乡均衡发展的“10 分钟体育
健身圈”基本形成。
　　健身有场地，观赛更便捷。苏州市每年承
办省级及以上体育赛事逾百项次，世乒赛、羽
毛球汤尤杯、冰壶世界杯等国际级大赛频频落
地。与此同时，从年头到岁末，苏州市确保数
百项群众体育赛事不断档，打造了苏州（太湖）
马拉松、环金鸡湖国际半程马拉松、外资企业
运动会等一批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的品牌
赛事。
　　苏州市还强化体医融合，形成市、县级

市（区）、镇（街道）三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
早在 2016 年，该市便上线“运动云医院”，体
育爱好者不仅可以“云挂号”“云问诊”，还能
获得免费的健身指导服务。目前，苏州市共
有 4.7 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不乏优秀
现 役 及 退 役 运 动 员 、职 业 队 教 练 员 、裁 判
员等。
　　苏州市体育局局长阙明清说，凝聚多方合
力构建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满足百
姓健身需求，不仅有助于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也
将为城市“健康值”增添“砝码”。

  新 华 社 长 沙 8
月 23 日电（记者卢
羽 晨、谭 畅）为 期 8
天的 2022 年全国少
年体操 U 系列锦标
赛 即 将 于 2 4 日
落幕。
　 　 对 于 正 处 于 9
岁到 12 岁年龄段的
体操未来之星而言，
这是全国少年最高水
平、最高规格的专业
比赛；对于中国体操
队来说，6 年后的洛
杉矶奥运会，国家队
很有可能要在这批孩
子里寻找培养为国争
光的新希望。
　 　 受 疫 情 影 响 ，
2020 年全国少年体
操 U 系列锦标赛未
能举办，2021 年全
国少年体操 U 系列
锦 标 赛 只 举 办 了 9
岁 至 1 0 岁 组 的 比
赛。通常而言，体操
国 家 队 人 员 变 动 周
期性强，几乎每个奥
运周期，中国体操队
阵容，尤其是女队都
会 经 历 一 次 大 规 模
的 新 老 交 替。如 今
两年未能完整办赛，
较 难 准 确 完 整 地 掌
握 目 前 全 国 少 年 体
操 的 后 备 人 才 储
备情况。
　　本届 U 系列锦
标 赛 共 吸 引 了 全 国
24 支队伍参赛，运动
员、教练、裁判员等
参赛人数约 420 人。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缪仲一表示，这次通
过现场观察，孩子们
展 现 出 的 节 奏 、神
态、动作细节等很多
都具备专业水准，一
招一式“让人眼前一
亮”，这也体现了中
国体操人才梯队“塔
基”教练员们的付出
和心血。
　　“看完训练和比
赛以后，我总觉得中
国 体 操 的 未 来 有 希
望，我们一定会克服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继续在国际体
坛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缪仲
一说。
　　与往届相比，本次 U 系列少年锦标
赛的赛制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
　　首先，与全国体操成年赛、青年赛一
样，U 系列少年锦标赛开放办赛。不仅
允许各省市体操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或
体工队报名，同时各级各类体校（体育运
动学校、竞技体校、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
校、单项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学）、俱乐
部和个人也可报名参赛。
　　其次，本次比赛增设最佳完成奖、
最佳落地奖。比如除了湖北省队参赛
外，此次来自武汉市少年儿童体育学
校的胡诗雅就获得女子 11 岁组蹦床
金牌、最佳落地奖并列金牌。按照竞
赛规程，最佳落地奖需统计女子五项

（含蹦床）下法落地站稳次数和自由体
操技巧串的站稳次数总和，同时各项
目难度分达到满分予以统计，未达到
满分不予统计。
　　最后，为了提高体操后备力量的艺
术表现力，本次比赛女子组还设置了舞
蹈测验。
　　除了赛制创新作为引导之外，顶级
专业人才培养更需系统保障。近年来除
了传统的地方队输送后备人才模式之
外，中国体操协会也在积极探索全国体
操等级比赛等多种途径，拓宽体操人才
来源渠道。
　　为了适应国际体操发展趋势，加强
教练员队伍建设，中国体操协会计划接
下来举办全国体操项目初、中、高级教练
员岗位培训班及全国体操教练员知识更
新培训班，并利用国家队转训机会，加强
与地方队教练沟通交流。
　　在裁判名单里，奥运冠军张成龙
的名字赫然在列。本次比赛的执法执
裁工作根据《2022 年全国体操比赛裁
判管理办法》进行。缪仲一表示，裁判
执裁务必公平、公正、公开，因为仲裁
工作是对教练员执教心血和努力的评
价，关乎运动员运动生命的判断。裁
判团队要珍惜基层教练的努力，爱护
年轻运动员，珍惜中国体操的每一位
人才。
　　作为中国体操的最高管理机构，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利用这次全国比赛
机会，以各种形式收集基层一线工作
者 对 青 少 年 体 操 发 展 管 理 的 献 言 献
策，“争取在明年比赛里有所体现”。

新华社记者王春燕、魏婧宇

　　一个旗县的业余排球赛，竟有 46 支球队
报名，其中 36 支队还来自同一个镇，足见排球
运动在这里的受欢迎程度。这个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西部的小镇，就是常住人口不足 1 万人的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素镇。
　　 19 日，鄂托克前旗农牧民排球文化艺术
节在昂素镇举行。4 个露天排球场上，4 场比
赛同时进行。裁判的哨声、队员们的击球声、观
众们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场地条件有限，两块排球场中间的空地上
站满了观众，裁判员需要时不时地提醒观众注
意脚下，不要站在场内，还要给底线发球的队员
留有足够空间。
　　昂素镇排球场很多，全镇 19 个嘎查、社区
中，15 个有排球场地。农牧民们自发组成的排
球队也很多，大大小小多达 49 支。这些排球
爱好者时常开展各种规模的排球比赛，每年平
均举办排球比赛 400 余场，参与农牧民达

3500 余人次。
　　昂素镇的巴彦希里嘎查是这次参赛球队最
多的嘎查，有 3 支中青年组球队和两支老年组
球队。即便如此，嘎查里还有一部分排球爱好
者无缘此次比赛。因为根据规则，每个嘎查最
多只能报名 3 支中青年组球队。
　　 56 岁的马·呼格吉拉图和妻子依日贵、儿
子王楚格都是巴彦希里嘎查排球队的一员。
马·呼格吉拉图代表老年组一队，王楚格是中青
年组一队的二传手，妻子依日贵则代表中青年
组二队出战。
　　马·呼格吉拉图的比赛在两天后开始，妻
子和儿子则当日上午都有比赛。看完自己嘎
查的比赛，马·呼格吉拉图在四块场地间转着
看比赛，“很多队伍的水平都很高，看得很过
瘾”。
　　王楚格所在的队伍汇集了全嘎查实力最
强的选手，目标就是争冠军。比赛结束后，王楚
格和队友们又到另一块场地看比赛，其中一支
参赛队伍是昂素镇的苏力迪嘎查队，“苏力迪嘎

查队实力很强，我们之前经常在决赛见面，老是
输给他们，这次想赢一回！”
　　本队比赛结束后，有人回家，有人继续观
赛，还有人有第三种选择。赢了小组赛首场比
赛后，昂素镇克仁格图嘎查一队的格日乐没有
着急回家，而是留在场边陪着嘎查二队的队员
训练，她说：“二队下午还有场比赛，我陪几名女
队员练练扣球。”
　　为了让更多热爱排球的农牧民有上场机
会，本次比赛设有男女混合赛，每队的场上球员
必须是 4 男 2 女。
　　另一块场地上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满都
胡所在的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队 2 ：0 战胜了
同镇的沙日胡舒嘎查队。汗湿的红色运动服贴
在胸前，满都胡一边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汗，一边
和身边人复盘刚结束的比赛。
　　“我们的目标是得块奖牌。”身材壮实的满
都胡说。他从小喜欢踢足球，随着四五年前镇
上兴起的“排球热”又爱上打排球，如今是队里
的主力二传手，“排球不需要那么多人，也没有

直接的身体接触，不容易受伤，这两年打排球的
牧民越来越多了”。
　　满都胡家有 1000 亩玉米和 2000 亩草场
要经营，然而最近这段时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
却是给嘎查排球馆的管理员打电话预约场地。

“大家每天晚上都会相约打排球，排球馆有两块
场地，一晚上能容纳 8 支球队打球，预约晚了
就没地方了。”约好场地，满都胡在微信群里招
呼了一声，立刻有八九名牧民响应。
　　给牛羊添水、清理棚圈、准备草料……忙
碌的一天结束后，满都胡来到嘎查排球馆。“我
们的玩法很多，有时候打球队攻擂战，有时候
随机抽签组队，老人和妇女也会加入。”排球馆
内的比赛从傍晚开始，常会持续很晚甚至接近
零点。
　　立秋过后，昂素镇的天气越来越凉爽，打排
球非常舒服。19 日的最高气温只有 25 摄氏
度，但排球场上的火热程度显然更高。两天后
的决赛，这块露天场地可能要沸腾起来！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新华社记者杨帆

　　燕山南麓的这片矮山坡
上，植被蓊郁青葱，每周山脚
下的遵化市新店子中学都会
有一队同学前来。这片山坡
不仅是孩子们的训练场，更
是多年来成就这所农村高中
的“梦想舞台”。
　　学校坐落在河北省遵
化 市 新 店 子 镇 ，占 地 面 积
113 亩，有在校生 3100 余
人。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大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但
为何山坡仍是孩子们的训
练场？这故事要从 20 多年
前说起。
　　 2000 年时，该校仅有
一 个 2 0 0 米 跑 道 的 小 操
场。“组织百米跑，孩子们从
起点还没跑到终点，就先到
墙头了。”该校体育教师代
国辉回忆，“当时学校体育
特长生就有 100 多人，小
操场无法满足课内外体育
教学和训练，老师们便集思
广益，想到了‘向山坡借场
地’的办法。”
　　学校体育教研组组长李
金侠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南
侧是矮山，山坡坡度正好适
合进行专项训练。“我们结合
学生的素质基础，挑选这块
平坦、植被少的地方，开展越
野跑、坡度跑、斜坡素质练习
等。试过后发现，这对学生
提高体能、掌握技能很有帮
助。”她说。
　　郝建军是从新店子中学
毕业考入大学的，经过体育
教育专业学习，2013 年回
母校做了一名体育教师。“当
年我就是在这片山坡上练出
来的。”郝建军说，“不光是体
育特长生在山坡训练，全校
体育课和一些课外活动也会
选在这。”
　　 2008 年，学校进行硬
件设施提质改造，占地 20
亩的一片操场用地完全满足

了学校教学训练使用，可“跑山”的项目保留了
下来。今年，学校有 7 个训练队共 400 多名体
育特长生，每周两次轮流上山训练。
　　今年毕业的学生郭嘉威说：“在山坡训练感
觉和操场很不一样，经过长期 3000 米山地越
野跑训练，我回操场后训练时体能和爆发力等
方面进步很明显。”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五年来，该校为北
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等高校输送体育
人才 400 余人。今年学校参加高考的体育
特长生有 96 人，专业过线 92 人，上线率超
95% 。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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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划过农田，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晨曦
中跑步，他们穿过树林，绕过麦田，一路向前。
  领跑的爸爸叫刘龙，今年 35 岁，是一名武
术爱好者。在习武过程中，刘龙发现自己的三个
孩子也对武术感兴趣，常常会在他身边模仿操
练，于是他开始带着三个孩子进行武术训练，田
间地头、屋前院后成了他们的练武场。从拳术、
空翻，到体能、负重扎马步……一招一式，三个孩

子练得有板有眼。“习武没有捷径，付出多少就
回报多少。”刘龙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孩
子们很辛苦，我也很心疼，但是我希望孩子们
通过练武，强壮身体，锻炼意志，领悟武术精
神。”
  周围的乡亲们看到刘龙每天带孩子们练
习武术，很是羡慕，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刘龙
这里来学武。慢慢地，刘龙和妻子顾丹丹在
当地成立了一个武术班。每逢周六日和寒暑

假，便会有孩子们来这里练武，武术班里不乏
一些慕名而来的外省小朋友。
  谈到梦想，刘龙说希望孩子们能健康开
心成长，武术可以成为他们一生的爱好，未来
开一个规模大一点的武校，带动更多喜欢武
术的朋友，一起练武。
  “少年强则国强”，刘龙从独自习武到带
领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习武，他通过自己对武
术的热爱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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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龙在指导女儿练武（8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