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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

建成4万平方米以上体育公园20个

8月30日，汉阳区向阳冰雪轮体育公园正式开园试运营，该公园集体育运
动、科技创新、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是湖北省首座以冰雪轮滑运动为主题
的大型体育公园，也是武汉首个国际赛事标准街式滑板场，不仅能举办国家级
专业赛事，更能为广大市民提供一站式、沉浸式的年轻潮玩运动娱乐空间。

2022年，武汉出台了《武汉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2—2025年）》和《关于构
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工作方案》，聚焦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补
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鼓励各区积极推进区级“一场两馆”或“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2023年和2024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深化全民健身行动，
新改扩建体育公园10个，实施全民健身工程项目30个。

为此，市体育局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方案，激励和支持各区新建或改扩建体
育公园，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真正
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提升。

2023年，武汉新改扩建了洪山区好燃时刻智慧体育公园等10个体育公园，
新增体育公园体育设施面积50多万平方米，惠及周边健身人群约270万人。截
至目前，武汉已建成总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公园20个，全市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了2.89平方米，健身设施完好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提前实现了武汉
体育“十四五”规划目标。

按照《武汉市体育公园建设方案》要求，市体育局今年广泛征集申报意愿，通
过实地调研核实等方式，从近20个申报项目中确定了2024年度10个新改扩建
体育公园项目的落地区和具体投建位置、体育公园配建条件，正式印发了《2024
年武汉市体育公园建设资助方案》。目前，武昌区武汉江滩（武昌段）、经开区坛
山岛人工湿地等体育公园正在施工建设中。

市体育局群体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标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全民健身工程
项目30个”的民生实事清单，预计到9月底，选址于东西湖、黄陂、新洲等新城区
的10个社区体育中心将全部建成，为乡镇居民运动健身提供便利条件。

唱响全民健身“四季歌”

每年举办1200场以上赛事活动

今年3月24日，2024武汉马拉松在武汉三镇火热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
地的跑友奔跑在最美樱花季。8月8日，国内极负盛名的公开水域全民健身游泳
比赛——2024第49届武汉7·16渡江节在长江武汉段举行，近2000名游泳爱好
者浩浩荡荡横渡长江。

8月29日晚，第30届武汉晚报中小学生足球赛落幕，今年总共有超过15000
名中小学生参赛，比赛规模创新高。9月8日晚，汉阳区玉龙路足球中心热闹非
凡，汉阳足球友好城·2024汉阳足球超级联赛开战，200多名足球爱好者在绿茵
场上挥洒汗水与激情。

近年来，市体育局围绕春夏秋冬、自然景观及传统节日，坚持举办风筝、游
泳、龙舟、登山、徒步、冰雪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做足山水园林赛事文章，唱响了
武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四季歌”：春有汉马，夏有渡江节，秋有武网，冬有大众冰
雪季等。同时，全市体育部门坚持举办市民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创新
办好贯穿全年的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以及各区全民健身运动会等规
模化的群众健身赛事活动。

5月1日，2024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徒步比赛
在东西湖区梧桐雨公园进行，近3000名市民参加了7公里的徒步活动。据介绍，
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每年举办30余场比赛，市、区两级全民健身运动会直接
参与人数超过10万，影响带动100多万人群参与全民健身。

在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带动和引领下，全市每年举办各级各类全民健
身活动1200场次以上，吸引更多人群踊跃参加。

持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质量

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94%

9月9日，家住青山区的羽毛球爱好者李敏，登录“汉运动”武汉体育数字服
务平台，顺利预订了9月11日的青山江滩羽毛球馆场地。李敏是业余羽毛球玩
家，每周固定打三次羽毛球，他说：“以前都是打电话或直接到球馆前台订场地，
现在直接在小程序上订，更方便了！”

优化升级版“汉运动”武汉体育数字服务平台于3月10日正式上线，该平台
可实现赛事、场馆、培训、科学健身等公共服务的实时信息发布和用户互动，为市
民提供一键式、系列化的场地预订、赛事报名、体育资讯查询等服务，也可发放消
费券，进一步整合城市公共政务数据资源，实现平台数据的高效利用，提升体育
公共服务效能，更好地服务体育消费人群。

目前，“汉运动”平台入驻体育场馆达100家，注册用户达20万。2024年武汉
体育消费周期间，“汉运动”平台共发放消费券 98010 张，直接拉动消费 682 万
元。6月28日，以“汉运动 惠健身”为主题的2024年武汉市体育场馆消费券专项
活动正式上线，整个活动将持续到12月25日，既为市民健身提供了优惠，又为场
馆的经营带来了客流，实现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9月7日上午，黄陂区二龙潭公园，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组织武术专业人
士，现场教授市民练习八段锦。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全市
总共要举办300场全民健身公益服务活动，免费教授市民体育健身技能，指导市
民科学健身。

近年来，市体育局充分发挥全市公共体育场馆服务职能，在低免开放
全覆盖的基础上，推动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加快提升。同时，进一步加
强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全民健身组织网络骨干队伍专项技能
业务培训，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力度。目前，全市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达5.08万人，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94%。

（长江日报记者马万勇）

在8月份的巴黎奥运会上，网球运动员郑钦文以2比0

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获得了中国奥运史上首枚网球

单打金牌；射箭运动员考文超获得男子射箭团体第4名，为

湖北武汉射箭项目取得奥运会参赛成绩上的突破。

在奥运成绩取得突破的同时，近两年武汉竞技体育用

拼搏赢得精彩，成绩持续攀升，在2023年广西学青会、

2023年杭州亚运会、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等国际国内

大赛中均表现突出，佳绩不断。

群众体育
唱响全民健身“四季歌”

近日，在东西湖区黄鹤文体中心进行的2024年“中润趣谷杯”

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游泳比赛上，家住江岸区后湖区

域的游泳爱好者张先生说：“平常每天出门就能到塔子湖体育公园

游泳、打球、跑步，周末可以参加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运动健身成了

生活习惯，心情也挺舒畅。”近年来，武汉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大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不断完善，“12分钟健身圈”的功

能不断提升，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了94%。

竞技体育
拼搏进取续写精彩

积极探索竞技体育发展新路径

时隔16年再夺奥运金牌

8月9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喜林专程来
汉，看望慰问奥运冠军郑钦文的父母，并带来了中国网球协会致武汉
市体育局的感谢信，信中说道：“郑钦文勇夺女单金牌，这是中国和亚
洲网球历史上首枚奥运会网球单打金牌，也是中国网球时隔二十年再
一次让五星红旗伴随国歌飘扬在奥运赛场。在此，中国网球协会谨向
贵局在巴黎奥运周期备战参赛工作中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钦文获得的这块奥运金牌，不仅为她的运动生涯增添了辉煌一
笔，也为武汉体育书写了全新的历史——这是时隔16年武汉运动员再
次夺得奥运金牌。

近年来，武汉积极探索竞技体育发展新路径，强化奥运、全运夺金
保障，全面提升综合实力。

武汉是网球运动重点发展城市，网球一直是传统优势项目，曾走
出过余丽桥、潘兵、朱本强、李娜、李婷等一批网球名将，全市网球场馆
大都布局了青少年业余网球培训点。2011年法网决赛后，武汉加大了
网球等重点项目的推广和普及力度，在14个城区布局了43所网球进
校园试点学校，在全市逐步形成了普及、提高到专业的青训体系和赛
事体系，给热爱网球的孩子们提供了追逐梦想的广阔天地和良好的育
才土壤。

在此基础上，武汉重视构建重点运动项目完整科学的人才选拔培
养体系，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项目社会化相结合的竞技人才培养路
径，为苗子运动员打开上升通道，确保有天赋的运动员能够在竞技体
育赛道上展现才能。武汉市体育局持续向郑钦文提供包括聘请高水
平教练员、科研、医疗康复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助力她不断勇攀高峰、
创造历史。

统筹调整布局运动项目

国际大赛成绩持续攀升

在巴黎奥运会上，武汉射箭运动员考文超的表现同样值得骄傲，
他与另两名国家队队友团结协作，为中国队获得团体第四名，这是湖
北武汉射箭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

武汉竞技体育攀升突破的背后，是武汉体育人的殚精竭虑、奋
发图强。近年来，武汉积极探索完善竞技体育体制机制，科学调整
布局运动项目，扎实推进竞技体育布局项目分类改革，建立了“系统
发力、紧盯训练，抓好协调、统筹资源，相互配合、共同支撑”的新型
竞技体育训练备战机制，助力重点布局项目实力得到明显提升。

对重点备战奥运、全运的武汉运动员，市体育局实施“一人一策”
服务保障，全力助力运动员攀高冲金。同时探索建立各运动项目更有
效率的发展模式，拓宽运动员输送渠道，提升向上输送质量，并研究确
定了一批适合社会化的运动项目，充分调动全市资源办项目、抓训练，
推动构建适合全社会办运动项目的体制机制。

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经过努力，武汉竞技
体育成绩持续攀升——在2023年第19届杭州亚运会上，武汉体育健儿
不畏强手，奋力拼搏，荣获了8金2铜，取得了近30年来武汉运动员参
加亚运会的最佳成绩。

2024年2月，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24年游泳世锦赛女子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武汉队杨佩琪、艾衍含与国家队队友并肩作战，
以7分47秒26的成绩夺得金牌。她们获得的这枚游泳世锦赛金牌，也
是武汉市游泳队获得的首枚世界大赛金牌。

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武汉年轻选手表现抢眼

8月28日，2024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在合肥收官。武汉市游泳
队共派出8人代表湖北队参赛，最终收获5金5银3铜。其中，17岁的
杨佩琪一人独揽4金1银1铜，成为本次赛事表现最抢眼的运动员。比
赛结束时，杨佩琪许下心愿：“早日登上奥运赛场是我的梦想，我会一
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杨佩琪是近两年开始冒尖的年轻运动员，在全国游泳锦标赛、
全国游泳冠军赛、游泳世锦赛、杭州亚运会等一系列大赛中都有不
错表现，2023 年 11 月在广西举办的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上
表现尤其突出，当时，杨佩琪在 8 项比赛中游进决赛，拿到 4 金 2 银
的佳绩。

与杨佩琪一样，武汉年轻一代体育健儿在2023年全国首届学生
（青年）运动会上争金夺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共获31金
25银20铜，金牌总数位列全国第三，不仅取得近20年来的最佳成绩，
还涌现出一批拥有巨大上升空间的好苗子，有望在未来更高水平的舞
台上为国争光，为城市添彩。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近年来，武汉市着力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建立“市区一体、体教融合、社会参与、衔接有序”的多元联动
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夯实后备人才基础，提升人才培养厚度和广度；
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建立全口径人才成长机制，推动优秀后备人才
不断涌现。

目前，全市拥有体育特色学校187所，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主体
201家，形成了“体校+学校+俱乐部”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输
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武汉已建成的4万平方米以上体育公园

郑钦文夺得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在常青体育公园玩耍的孩子们。 喻志勇 摄

奋进中的武汉体育

近年来，全市体育系统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融入大局、服务民生，坚持深化改革、

勇于创新，转频道，进赛道，加力道，

以经营城市理念统筹推进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全面

工作稳中有进，重点工作攻坚显效，

体育强市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江岸区

塔子湖体育公园
汉口江滩体育公园

江汉区

常青体育公园
菱角湖体育公园

硚口区

汉江湾体育公园

汉阳区
张之洞体育公园
玫瑰体育公园
四新体育公园

向阳冰雪轮体育公园

青山区

青山江滩体育公园

洪山区

巡司河体育公园
好燃时刻智慧体育公园

毛坦体育公园

蔡甸区
后官湖体育公园

江夏区

大花山体育公园

东西湖区

梧桐雨体育公园

黄陂区

二龙潭体育公园

新洲区

龙丘体育公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车谷城市足球体育公园
武汉国际体育文化休闲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