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市体育局在全市组织开展“全民健身公益服务”主题活动，引
导市民积极健身，科学健身、活动期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他们作为“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健身活动的组
织者、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者、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为全民健身运动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坚持27载，她的健身操舞作品成为经典

在武昌老年大学的舞蹈教室里，总能看到一位忙碌的身影——龚桓，
她的日程表上有两个舞团、六个老年大学班、多个社区舞蹈队，从周一到周
日几乎“全勤”。即便如此工作强度，年逾六旬的她脸上也没有任何疲态。

27年前，她因腰伤被迫放弃工作，在人生低谷期，遇见了舞蹈。从舞蹈
爱好者到助教再到专业团队领队，不到十年，经历过家人的不解，生活的意
外和病痛的折磨，但坚韧的龚桓依然站在舞台上。

看着龚桓的履历，荣誉等身：武汉市洪山区舞恋艺术团团长，兼任武昌
区老年大学南湖分校舞蹈教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广场舞国家一级
教练员、国家级裁判员、武汉市二十佳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全都围绕
着“舞蹈”二字，足以见证她对舞蹈的热爱。

正是源于这份对舞蹈事业深沉的爱，她也从中收获了许多。“龚桓”在
圈内俨然是张金字招牌，她所带领的“舞恋艺术舞蹈团”在各级别大赛中获
奖无数，在各类公益活动上更是积极又热心。她所编创的《不忘初心》《江
山》《万马奔腾新征程》《幸福到万家》等健身操舞作品成为红色经典，受到
社区居民和基层农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今年的武汉市2024全民健身公益服务活动中，龚桓更是响应号召，带
领团队开展十余场公益培训。她所做的一切都源于内心的热爱与坚持，正
如她所说，“我爱舞蹈，舞蹈让我人生充满诗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引领更
多人领略舞蹈的真谛、人生的诗意，和更多人一起感受终身学习的美好”。

跨界追梦，他让更多人爱上体育舞蹈

从山东到武汉，从土木专业到体育舞蹈，人生的跨界只因为热爱。
“90后”的葛小虎，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被体育舞蹈吸引时的情景：“当时

去看朋友的体育舞蹈比赛，结果朋友换上比赛服，站在舞台上一起范儿，我
都惊呆了，这还是他吗？”体育舞蹈的赛场上，从动作到服装，太美、太酷、太
帅了。

自从爱上了体育舞蹈，葛小虎就一发不可收，不仅利用业余时间苦练
舞蹈技术，更全身心琢磨这个事情，最终于2015年正式跨界进入了“体育舞
蹈”领域。

进入体育舞蹈行业之后，葛小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青少年培育领域，
短短三年时间，他就先后主持参与了山东省青岛市、淄博市、滨州市等多地
专业体育舞蹈队建设。

2018年，为了事业进一步发展，葛小虎义无反顾来到了武汉的东湖高
新区，“武汉有很好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培训市场和氛围”。果然一到武汉，
他就大施拳脚，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建设完成了武汉东湖高新区体育舞蹈
代表队，2021年代表队陆续出征各个赛场。2023年他正式当选为区体育舞
蹈协会副会长，次月组织承办了全国体育舞蹈高等学院专业建设研讨会，
邀请到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等十余所国内高等院
校参与，10月成功举办了首届光谷体育舞蹈公开赛暨首届光谷体育舞蹈锦
标赛……

葛小虎对于体育舞蹈的热爱，更多体现在对运动项目的推广与发展
上。今年的全民健身活动中，他积极组织策划了多场公益性质的体育舞蹈
服务活动，服务学员近千人次。先后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的行业专家来汉
举行公益讲座，加强与本地行业发展的交流与互动。极大满足了体育舞蹈
爱好者的需求，让更多人接触、认识、了解、喜爱这项运动。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通讯员蔡安澜）

引导市民积极健身科学健身
他们是执着梦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葛小虎。
（本人供图）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龚桓。（本
人供图）

在巴黎奥运会上，武汉运动员考文超勇夺
第四名，为湖北武汉射箭项目取得历史性突
破。奥运会闭幕之际，一场全民参与性的比赛
就在他曾训练过的靶场举行——8月10日，2024
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射箭比赛在武汉市射击射箭运动学校成功举
办。比赛竞争得相当激烈，多次出现一箭定胜
负的场面，令这场群众体育赛事有了点“奥运
会”的味道。

本次比赛设有成人男、女18米和30米，青少
年组（14岁及以下）男、女10米和30米等多个组
别，吸引了武汉市及周边城市近 200 名选手参
赛。比赛除了距离比奥运会的近70米外，其他
赛制完全对标奥运规则。

在当天的男子成人30米个人淘汰赛中，位
居个人排位赛前32名的选手按名次分组，第一
名对第32名，第二名对第31名，以此类推，1对1
决胜负。首轮比赛，25号靶位的两位选手水平
相当，一直缠斗到5比5，不得不采取一箭决胜的
方法分出胜负。最终，来自汉风上弦黄石俱乐
部的王志成遗憾落败，被淘汰出局。

王志成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说：“最后一箭还
是有点压力，越想射好就越纠结，箭出手时我犹
豫了，持弓的手向下滑了一下，射偏了，箭一出
去我就知道不妙。”

最初接触射箭，王志成只是想寻找一个新
的健身休闲方式。但玩了几次，他发现身边的
朋友都不是对手，这让他觉得自己在射箭方面
还有那么点“天赋”，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项
目。今年2月，他购置全套的射箭装备，并开始

参加俱乐部的射箭训练。从 5 米到 8 米，到 15
米，再到30米，随着箭靶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收
获的成就感与日俱增，兴趣也就越来越大。

“在我们俱乐部里，我的环数一直是前三
名。所以这次专程开车从黄石赶来参加这个比
赛。”他说：“这次比赛我状态不是特别好，前三
轮比赛我1比5落后。后来状态好了一点，扳成
了5比5，可惜最后一箭没射好。重在参与吧，能
在这么专业的靶场比赛，也有点参加奥运会的
感觉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2023年首届学青会男子个
人淘汰赛冠军王钰枫。他说：“考文超在奥运会
上的精彩表现，给我带来了激励和鼓舞。考文
超为我们蹚出了一条通往奥运会的路，我要以
他为目标去追赶。”王钰枫现在正全力备战将于
明年举行的全运会，他说自己虽然拿下了学青
会金牌，但在成人比赛中，跟真正高水平的运动
员还存在差距。“首先争取在国内三大赛上取得
好名次，这对我来说还有困难，但必须闯过这一
关，努力在技术、体能、心理各方面提升自己。”

本次比赛，王钰枫与教练和队友一起担任
裁判员。他说：“以前，射
箭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项
目，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
多爱好者参赛，这让我挺
高兴的。喜爱射箭的人越
多，参与的人越多，越有利
于提高我们武汉射箭的整
体水平。”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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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亚洲空手道青少年公开赛暨训练营在中
国车谷·武汉体育中心开幕。来自中国、沙
特、伊朗、马来西亚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58
支参赛队伍、近450名运动员齐聚车谷、同台
竞技。

开幕式结束后，各国运动员将开展为期
两天的赛前集中训练，奥运会冠军萨贾德·甘
扎德，奥运会季军赛伊德·穆罕默德，亚锦赛
冠军赛伊德·萨勒曼，奥运会季军刘慕裳，奥
运会季军、世锦赛冠军龚莉等5人组成的讲师

团，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帮助选
手在比赛中展现出最佳竞技状态。

本届赛事作为2024年度湖北省“体育赛
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之一，乘
奥运热潮，“以赛会友”“以体为媒”，比赛期间
还将举行空手道项目文化展示和荆楚文化、
区域特色文化展示活动，在推广、普及空手道
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展示城市形象，提升湖北
知名度、美誉度，为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
少年搭建文化沟通、友谊增进的桥梁。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通讯员肖湖）

亚洲近450名空手道少年来汉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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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当球星，乡亲齐助威！8月11日，2024
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农民类篮球赛暨“和美乡村”篮球赛在江夏区
盛帆运动公园落幕。在备受关注的冠军争夺战
中，黄陂区篮球队凭借最后时刻的三分准绝杀，
以41比39逆转大花岭村篮球队，从而获得本次
赛事的冠军，纸坊街道队战胜庙山街道队获得
季军。

三分远投命中空心篮，篮下挡拆突破，快速
反击一条龙上篮……比赛竞争之激烈超出预
期，多场比赛都一直战至最后一秒才分出胜
负。10日上午，蔡甸区队与大花岭队就打得难
解难分。终场前30秒，大花岭队还领先5分，不
想蔡甸队在进攻中命中一个漂亮的三分，将差
距一下缩小至2分，场上悬念再起。经验丰富的
大花岭队赶快叫了暂停，重新布置战术，并最终
将2分的优势保持到终场。

大花岭队的龚诚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个
比赛我们期待已久！在江夏每年各类的篮球赛
事有不少，但我更期待在全民健身运动会上与
来自全市的爱好者进行切磋。更加荣幸的是，
这个比赛在奥运会期间进行，让我们与奥运健
儿也有了‘同频共振’的机会，我们也感到很振
奋很荣幸。”

本次参赛的12支队均来自武汉新城区各街
道和乡村。山城街道队的杨庄重不但是资深篮
球爱好者，还是抖音上的三农主播。他的抖音
号叫“久久锅”，内容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兴农助
农，推广各种农产品。“我打篮球好多年了，只是
现在年龄偏大，上场时间少了，主要在场下给大
家讲讲战术、出出主意。能参加这次比赛我很
高兴，这里的场地条件非常专业，这里的氛围一
点不亚于贵州的村BA，这里就是我们武汉的村
BA。”他说，“我们队组建时间不长，所以这次比
赛的目标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出自己的
风采就行了。”

本次比赛由武汉市体育局和武汉市农业农
村局联合主办，江夏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
江夏区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武汉盛帆文体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深度参与赛事运
营。江夏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值此中国奥运健儿在巴黎挥洒汗水为国
争光之际，我们武汉的农民运动员也在球场上
挥洒汗水，这让比赛变得更有意义了。目前，江
夏区正在努力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接下来还有亚洲杯铁人三项、全省象棋比赛及
中国钓鱼协会主办的钓鱼比赛等一系列全民健
身赛事。通过这些赛事的举办促进乡村体育文
化发展，深入推进全民健身运动，以健康体育文
化活动丰富乡村群众社区生活，助力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据介绍，本次比赛还承担着为湖北省“和美
乡村”篮球赛选拔优秀运动员的任务，湖北省

“和美乡村”赛（村BA）属全国比赛中的基层赛，
赛事涌现出的优胜队将代表湖北参加全国大区
赛，继而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8月8日，第三十届武汉晚报中小学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晚报杯”）在塔子湖足球训练基地开幕，点燃了江城少年们
的足球热情。今年新设的“俱乐部组”赛事目前激战正酣，也
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可以驰骋在“晚报杯”的赛场上。

说起足球俱乐部，给球迷们的第一感觉可能会比较“高
端”，如有着百年历史的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
足球俱乐部，又或者曾经为之加油呐喊过的武汉雅琪足球
俱乐部、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等。但事实上，随着武汉足球
青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而

“晚报杯”也根据这种变化在第三十年的时候，首次开设了
俱乐部组别。

华笛足球俱乐部——
与“晚报杯”一同成长

汉阳区的华笛足球俱乐部是一家深耕校园足球并为湖
北武汉青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牌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
趣的是，这家俱乐部的前身叫作“华笛体育用品商店”，俱乐
部创始人孔华是一名足球运动员，1999年他进入武汉红桃
K俱乐部，眼看就要披上家乡队战袍驰骋在职业赛场上，却
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严重伤病令他早早结束了绿茵梦想。

2000年，提前退役的孔华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为了
打开销路，他推出了一项增值服务——只要来“华笛”买东
西，就免费教孩子踢球。“开始是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乡感兴
趣，就让孩子跟着我练，后来人越来越多，我就干脆把商店
关了，一条心带孩子们踢球。”孔华说。

从“野路子”到成为汉阳区一些小学的特聘教练，再到
成立华笛足球俱乐部，有了自己的训练基地……弹指一挥
间，华笛足球俱乐部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如今的华笛足
球俱乐部已同汉阳区30所小学达成了合作，其中，小学25
所、中学3所、高中2所。俱乐部现有教练员30余人，全部持
有亚足联教练员等级证书。24年间，华笛足球俱乐部共为
合作学校提供青少年足球培训超过20万人次，俱乐部拥有
正式学员近千人。

“华笛足球俱乐部的成长，与‘晚报杯’密不可分。”孔华
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正因为有了“晚报杯”这项赛事，他和他
所带的学员才有了展现价值的舞台。“从我刚开始转型做教
练，‘晚报杯’就是我们的练兵场，此后的每一届‘晚报杯’，
我们从未缺席。”

洪山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俱乐部组”让更多孩子参赛

“今年‘晚报杯’新设的这个俱乐部组非常贴心，给了更
多孩子参赛的机会。”在塔子湖足球训练基地12号球场边，
记者遇到了曾经的职业球员邓晟，如今他是洪山区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的一名足球教练员。

邓晟出自有着“黄金一代”之称的武汉光谷俱乐部1987
年龄段梯队，那支球队曾“井喷”式地为湖北武汉职业足球
乃至中国足球培养出了许多好苗子，曾诚、邓卓翔、罗毅等
人都出自那支球队。邓晟本人也同样在职业足坛打拼多
年，两年前退役并开始从事足球教练员工作。“踢了几十年
足球，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洪山青训给了我们一个舞台，可
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洪山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成立于2017年，在洪山区教
育局、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俱乐部开展了多种体育
培训，积极为武汉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邓晟说：“足球肯定
是参与人数和热情很高的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和洪山区20
多所小学达成了合作，建立了 5—14 岁共计 600 余人的梯
队，拥有持证教练员30多人。”

邓晟告诉记者，他自己小时候也参加过“晚报杯”，那时候
都是以学校为单位参加，一些足球重点学校和传统学校实力都
很强，竞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水平差一点的，都没机会上场。”
邓晟表示，“俱乐部组”的设立，让那些在学校队里出场机会较
少的孩子，又或者一些学校在某个年龄段上人数凑不足一个队
的孩子，都可以重新整合成一个队，到“俱乐部组”里报名参赛，
这样也让更多的孩子有了踢“晚报杯”的机会。

腾越足球俱乐部——
“新生力量”正在默默耕耘

江夏区腾越足球俱乐部成立时间不长，是目前武汉地
区少儿足球俱乐部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今年的“晚报杯”，
腾越足球俱乐部也带着他们的小球员来参赛，这些来自江
夏区的孩子们第一次感受到大赛的氛围。

“在武汉搞足球青训的，谁会不来参加‘晚报杯’呢？”腾
越足球俱乐部负责人孙俊也是足球运动员出身，曾入选过
中国五人制国家队，退役后他曾在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
部负责青训工作，从此便在足球青训这块沃土上扎下了根。

从两年前成立这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一点点展开足球
青训工作，如今腾越足球俱乐部已经走进了5所小学，建立了
几支梯队。“我们俱乐部做青训的时间还不长，所以主要是一
年级和二年级的学员。当然啦，明年二年级的学生就会升到
三年级，然后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就会成为下一支梯队。”

孙俊告诉记者，青训工作就是这样，要有足够的耐心去
耕耘。“今年暑假，我们的梯队去利川参加了一个邀请赛，还
拿了冠军。这也是我们俱乐部的孩子们第一次走出武汉去
比赛，得到了锻炼，也收获了信心。”

孙俊表示，这次带他们来“晚报杯”赛场，也想让他们通
过与武汉青训中那些传统强队的较量，认清差距，继续提
高。 （长江日报记者马万勇）

巴黎奥运会的热潮席卷全球，武汉也迎来了一波汹涌
的全民健身热潮。上周末，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接连举
办了射箭、农民篮球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不亚于巴黎奥运
会现场。8月13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看
到，网球、乒乓球、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各场馆内挤满前来
运动健身的市民。

9时，阳光炙热，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上仍有不少
人正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网球。场馆相关负责人李皓告
诉记者说：“现在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因为天热，锻炼的
人早上有一波小高潮。再就是晚上，这里肯定是爆满。”他
还透露，早年郑钦文也曾在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的8
号、9号场地训练过，那时郑钦文的爸爸每天在场边陪着。

网球场内，教练全展昌正在指导学员打球。他说：“郑
钦文奥运会夺金的第二天，我接到的电话比平时多了一

倍，全都是咨询网球培训的。郑钦文夺冠，后续肯定还会
激发更多人关注网球，还会有更多人来打球，或者把孩子
送来学网球。”

从2007年就开始从事网球教练工作的全展昌认为，每
次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或大满贯赛事上的突破，都会带来
一阵网球热潮。这次郑钦文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影响
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加入进来的是体育迷，他们平时就
关注网球，现在热情更高；其次随着明星球员商业价值和
品牌效应不断扩大，平时不太关注体育的人也会逐渐加入
进来；第三就是打网球的青少年会更多，因为家长和孩子
对于练习网球的信心更强了。

当天，武汉全民健身中心二楼的乒乓球馆内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几十张球台全都被打球的人占满了。“每年到暑
假，到我们这里打球的人都多。但今年正碰上奥运会，又加

上中国乒乓球队表现特别好，所以感觉今年来打球的人特
别多，不算注册会员，散客人数至少翻了一倍。”乒乓球馆前
台的工作人员马玲介绍说：“特别是晚上，很多家长都带着
孩子来打球，每天的营业额比奥运会前翻倍了。”

几天前，“汗动青春，营在江城”武汉市青少年体育夏
令营免费技能培训活动刚结束，武汉全民健身中心今年共
提供了1000个名额，培训项目包括网球、乒乓球、羽毛球、
篮球、游泳等。李皓介绍说：“免费培训火得不得了，线上
预约名额当天全部秒光，而且抢到名额的孩子全部都来
了。”他表示，受暑期和奥运会的因素叠加，近两个月明显
感觉前来参加体育培训和打球锻炼的人数增多了，特别是
晚上各类场地是满的。显然，巴黎奥运圣火虽已熄灭，但
武汉市民的健身热情却仍在熊熊燃烧。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当奥运会邂逅暑假

体育场馆挤满了运动健身人群

第三十届晚报杯开启“新玩法”

“俱乐部组”凸显武汉青训新维度

村民当球星 三农主播讲战术

这项农民类篮球赛太好看了

这场射箭比赛很有奥运味道

农民类篮球赛上球员带球突破。陶清 摄

小球员在“晚报杯”赛场激烈拼抢。长江日报城市摄
影队马丽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