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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健身 活力奔涌
——写在第十一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

本报记者 郁鑫鹏 刘 斐 实习生 谢胜梦

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足球运动快乐健身。 何苡诺摄

政府重视，多方协同，老
百姓健身环境更好了

8月 5日晚，南昌市民熊育良手持
“全民健身一卡通”来到赣江边的国体
中心进行锻炼。熊育良手中的这张
卡，可在指定健身场馆使用，并享受一
定的折扣。2019 年，南昌市有关部门
为“全民健身一卡通”进行“扩容”，使
持卡市民不仅可以享受原有的足球、
篮球、羽毛球、游泳等健身服务，还新
增击剑、保龄球、赛艇、篮球以及中考
体育培训等服务内容。

类似“全民健身一卡通”这样实打
实的便民惠民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南
昌市民愿意在8小时工作之外，投入全
民健身的热潮。“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我
们老百姓的健康，省里、市里不断出台
好的政策、措施，引导、鼓励我们坚持
锻炼，强健体魄。”熊育良说。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群众体育工作
经验的干部，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
处长刘钢告诉记者，现在各级政府都

在认真落实“三纳入”政策措施（全民
健身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全民健身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全民健身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报
告），各部门协同推进全民健身工作力
度持续加大，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
会共同参与的“大群体”格局正在逐步
形成。

打开文件柜，刘钢指着一大摞文
件说：“近年来省里陆续出台了系列政
策、措施，为群众体育发展提供了遵循
和依据，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
障。”记者了解到，“十三五”以来，省政
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江西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关于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
省发改委、省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印发
了《江西省“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
程行动计划》《江西省冰雪运动产业发
展规划（2019-2025 年）》《江西省山地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等政策文件。与此同时，在“江西
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创
建”等重点工作中，相关单位、部门对
全民健身工作都提出具体要求和任
务。

设施一新，就近就便，老
百姓健身好去处更多了

如今，家住崇义县锦绣华府 2栋 3
单元502室的吴涛，每天会因身边可选
择的健身项目太多而产生“幸福的烦
恼”。他掰着手指头向记者介绍，在自
家小区正对面 100 米外的奥林匹克广
场上，有户外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
田径场和室内篮球馆；出小区往北步
行大约 200 米是新建的崇义县全民健
身体育中心，里面的场地设施一应俱
全；如果要游泳，驱车往北大约 8分钟
有恒温的游泳馆；如果想到文昌体育
公园爬山，驾车往东只要5分钟……

吴涛的“烦恼”，正是崇义着力打
造县城“五分钟健身圈”给老百姓健身
带来便利的生动诠释。多年打造的这
个“健身圈”，让崇义县给出的数据也
很给力：城乡居民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
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65%；
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40%以上。

在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项目的引
导带动下，各地不断加大对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的投入。仅 2018 年，全省各
市、县（市、区）共投入财政和体育彩票
公益金 5.4 亿元，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140 余万平方米。在推动全民健身进
程中，许多地方立足实际，就近就便，
切实将健身场地建在群众的身边。南
昌市体育局联合南昌市规划局，编制

《南昌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规划》，有
效解决体育规划同城市总体规划相衔
接的难题。宜春市从 2012 年开始，政
府投资在中心城区建设开放式运动游
园，目前已建成 15个（3个在学校内），
每个游园 2000 平方米以上，可开展以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笼式足球等为

主的运动，免费向市民开放。结合新
农村建设，景德镇市体育部门联合市
委农工部从 2017 年开始，计划用两年
的时间实现行政村全民健身工程全覆
盖。萍乡市把建设健身小广场工作纳
入全市民生工作“八大工程”之中，
2018年在全市布点建设了34个健身小
广场（以一片带围网的标准灯光篮球
场为主，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

家门口越来越完善的体育健身设
施，赣鄱群众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喜
欢健身的氛围日益浓厚。刘钢介绍
道，我省已形成覆盖省、市、县、乡、村
五级，以体育总会为枢纽、体育协会为
纽带、健身站点为载体、健身队伍和健
身骨干为支撑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数据表明，“十三五”以来，我省建设县
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3个，社区多功
能运动场 20个，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 46 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836
个。目前我省有省级单项体育协会 68
家、全民健身基地18个、体育俱乐部29
个，全省共有市级体育组织 562个，县
级体育组织 3687 个，全民健身站点
12089 个。全省有公益性社会体育指
导员69235人。平均每年2.5万人接受
国民体质监测。

开门办体育，主体更多
元，“健身+”效应日益彰显

不论是年龄大小，还是职业不同，
抑或是地域有差异，一旦大家置身在
同一个环境开展运动健身，不同人群
的疏离感会被“稀释”，这或许就是全
民健身独有的融合力量。

近年来，我省体育部门秉承“开门
办体育”的思路，采取主导、指导、引导
的办法，调动各部门、全社会参与全民
健身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效应
不断彰显。

我省鼓励各地主动寻求社会力量
合作，吸引社会资本建设体育设施，推
动体育资源向市场化转化，运用市场
化手段，举办各类比赛、交流活动、体
育表演和技能培训。南昌市改变政府
包办体育的格局，培育多元市场主体，
引导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群众体育事
业，向社会购买体育活动培训等共同
服务，打造了如南昌城市定向挑战赛、
南昌国际马拉松、中国梅岭国际越野
挑战赛等群众体育品牌活动。

全民健身，体育运动在扩大内需、
拉动消费、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其融

合、引领的作用特别明显。江西“天
使”健身大联赛、全国农耕健身大赛
……近年来，省体育局鼓励和支持各
地各行业因人、因时、因地、因需，开展
形式多样、贴近生活、群众喜爱的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深化与卫生、金融、教
育、文化、旅游、卫生、农业、工青妇及
社会各界的合作，大力开展行业系统
健身赛事活动，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全
民健身的热潮。一年一度的环鄱赛，
持续撬动各分赛站举办地主动发掘、
整合、展示、推介当地的生态、文化、旅
游、养老、教育等优势资源，唱好区域
经济发展的“大戏”。定南县正着力做
全民健身与旅游、文化等跨界融合的
文章，引进了多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
投资体育项目，带动体育、旅游、餐饮
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将“全民健
身+”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靖安
县参考浙江后岸村的“生态+旅游+健
身”的发展模式，拟投入5000万元在宝
峰镇宝田村开展“气排球+乡村旅游”
试点。靖安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坚信
在不久的将来，这粒全民健身的种子，
必将在靖安这个生态摇篮中生根发
芽、遍地开花，成为农村群众增收致
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8月1日
至 4日，2019年皮划艇世界青年锦标赛
在罗马尼亚举行。宜春学院体育学院学
生程灵芝在女子单人划艇 500米项目比
赛中，夺得了1枚铜牌。

2019年皮划艇世界青年锦标赛共有
来自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俄罗斯等
50个国家的选手参赛。宜春学院体育学
院刘显东老师告诉记者，程灵芝是该校

体育学院 2016级运动训练班学生，在省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集训期间成绩突出，
2018年年底正式成为国家队队员。

在皮划艇世青赛上，程灵芝经过一
系列选拔赛，顺利晋级决赛，最后获得女
子单人划艇 500 米项目第三名的好成
绩。程灵芝赛后表示，这次比赛发挥出
了自己的水平，相信以后还会取得更好
的成绩。

皮划艇世青赛 江西姑娘摘铜

8月5日15时，南昌热浪袭人。东湖区人大代表走进彭家桥街道光明社区，
向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赠送消暑慰问品，感谢他们用烈日下的坚守换来了城市的
美丽。 本报记者 范志刚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吴颖）纪检监
察机关管哪些事？发现问题怎么举
报？一张小小的“廉心卡”就能让你一
目了然。日前，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
镇星光村制作发放的印有村监察联络
员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受理举报范围
等内容的群众“廉心卡”，在辖区内编
织起一张人民监督网。

据了解，为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
败工作向基层延伸，该村创新监督模
式，统一制作了塘山镇星光村监察联
络员群众“廉心卡”，卡上注明了哪些
事是纪检监察机关管的、村级监察联
络员的电话及电子邮箱等内容。截至
目前，该村监察联络员通过上门走访，
共计发放“廉心卡”500余张。

本报讯 （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张玉
琦）日前，民建宜春市袁州区总支、九三
学社宜春市袁州区支社的党派成员们，
来到湛郎街道文笔峰社区，开展“垃圾分
类我先行，携手共建文明城”宣传活动。
近年来，袁州区推进统战工作进社区，重
心下移，贴心服务群众。

汇聚正能量，服务有特色，共建美好

社区。袁州区委统战部定期组织动员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志愿者
等力量，根据自身特长，结合社区需要，
为社区居民提供政策宣传、就业创业咨
询、卫生科普等“菜单式服务”。同时，组
织开展了“春联送万家，情系困难户”走
访慰问、“粽叶飘香”迎端午等活动，密切
与社区群众的联系。

袁州推进统战工作进社区

本报鹰潭讯 （记者郑颖 通讯员
易要荣）“平定乡洪桥光伏电站，2019
年 8 月 5 日发电 1.21 万千瓦时，累计发
电 520 万千瓦时，收益 507.1 万元。”8
月 6 日，记者在鹰潭市余江区智慧光
伏集控平台展示中心看到，该区的光
伏发电数据一目了然。随着光伏发电
智能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开通，该区给
光伏发电管理装上了“千里眼”，实现
了“指尖上”的监管，不仅发电收益情
况一清二楚，还有效防止“跑冒滴漏”
现象，进一步保障贫困群众收益。

近年来，该区坚持试点先行、因
户因村制宜，创新光伏扶贫电站建
设，通过集中光伏扶贫电站、联村光
伏电站、村级光伏扩面电站、易地搬
迁 光 伏 电 站“ 四 种 模 式 ”，共 投 资
8700 余万元，在全区范围内建成了
18 个 光 伏 扶 贫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16.881 兆瓦。为加强对光伏扶贫电
站的运营管理，该区依托智慧新城
建设，在全省创新采用智能化监管
光伏发电项目，既可集中监管，又能
利用手机便捷监管，实现了“设备效
益精准最佳，故障处理精准定点，扶
贫效益精准透明，实时管理精准安
全”目标，让光伏扶贫产业更健康、
更阳光。与此同时，国网鹰潭市余
江区供电公司全面提升光伏电站服
务水平，加强光伏扶贫电站发电量
的数据监测，积极配合扶贫部门及
时拨付国家政策补贴资金，并结合
光伏电站运营情况提供电力技术支
撑 ，最 大 限 度 满 足 光 伏 并 网 需 求 。
目前，该区光伏扶贫电站产生发电
效益达 2495 万元，带动全区 3021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10 个贫困村的集
体经济增收。

塘山镇星光村用“廉心卡”编织监督网

发电收益一清二楚 有效防止“跑冒滴漏”

余江智慧光伏发电“点亮”脱贫路

暑运高峰期，很
多小朋友随父母出
行。8月4日，在南昌
至成都东D2236次列
车上，南昌铁路局集
团公司南昌客运段动
车一队列车长关欣一
边与孩子互动，一边
将铁路安全知识和乘
车须知生动鲜活地讲
给孩子们听，让孩子
们度过难忘而愉快的
旅行。

通讯员 余芳摄

“廉洁南昌”廉文化主题列车上线
把南昌都市文脉融入清廉文化

本报南昌讯（记者宋茜 通讯员
杨宇）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廉洁南
昌”城市形象，近日，由南昌市纪委市
监委、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历时 4个月
联合精心打造的“廉洁南昌”廉文化
主题列车，正式在地铁2号线上线。

2016 年 9 月，南昌首列“荷塘印
象”主题列车一经上线运营，就受到
市民关注和点赞。今年“廉洁南昌”
廉文化主题列车以“入莲境、品莲韵、
思莲意”为创意出发点，将“讲纪律、
守规矩、同监督”的宣传理念贯穿整
个列车；继续沿用3D全景彩绘设计，
保留了原“荷塘印象”专列的荷叶、荷
花、鱼等元素，新添加小船、小桥、山
水景色等元素，每节车厢特殊座椅
处，还融合具有南昌特色的地标建筑
全景图，把南昌都市文脉融入清廉文
化，使画面更形象生动，整体风格更

具有层次感。专列还通过配备语音
播报和地铁电视滚动播放廉政微视
频，张贴主题标语、廉政对联、廉政漫
画和廉文化优秀作品等方式，将“廉
洁南昌”建设内容与莲韵幽幽的荷塘
生态环境完美融合。车内还设置互
动环节，市民可通过微信扫码方式欣
赏专列全景、学习纪法知识，登录南
昌市纪检监察网络信访举报平台，共
同参与监督。

据悉，为进一步营造“崇尚廉洁”
“以廉为荣”的社会风尚，南昌轨道交
通集团还充分运用地铁车站这一新
型传播载体，将国体中心站塑造成以
廉文化为主题的地铁公共艺术核心
站。南昌轨道交通集团还将适时推
出“清廉蛙表情包”“清廉蛙异形卡”
等衍生廉文化产品，进一步唱响“廉
洁南昌”品牌。

暑运出行

自8月3日以来，南昌市福州路28号江西省体育局机关大院内占
地40余亩的江西省体彩健身场，因为可以同时开展田径、足球、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门球、广场舞、气排球、平衡车等多项运动，逐渐成为
健身人群奔走相告并络绎不绝前往体验和健身的好去处。

省体彩健身场的前身是江西省体育场，历经50多年风雨的这个体
育场，在改造前不仅功能单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现代群众的健身需
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隐患。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体育局按照《江西省城市功能与
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19年工作方案》要求，投入体彩公益金4000多万
元，对该体育场进行维修改造和功能提升，并在今年8月8日我国第十一
个全民健身日来临前夕面向社会开放，市民有了快乐健身的好去处。

省体彩健身场是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江西省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16-2020年）》和《江西省“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行
动计划》，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不断
丰富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群众在身边快
乐健身的一个生动缩影。不经意间，赣鄱大地处处是快乐健身、活
力奔涌的美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