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体育2013年1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江锐 | 组版李静 | 校对陈文彪 19

体育事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我省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滁州市的全民健身大发
展、合肥市的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阜阳市的后备人才培养、芜湖市的体育产业创新、淮北市的体彩销售提
升、淮南市的体育宣传信息平台，都是亮点。在近日举行的全省体育局长会议期间，记者对上述六市的体育局
局长进行了采访，下面就听听他们对各自亮点的介绍。 孙同瑞 记者 张华玮/文 庄园/图

“近年来，滁州市把群众体育事业作为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计划》，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群众参与’三位一体的良好格局，合力推

动群众体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滁州市体

育局局长李勇林这样总结。

李勇林向记者介绍道，“日常工作中，我

们抓重点，重点抓，积极构建全民健身活动

开展的平台。截至2012年底，全市建设全

民健身工程687个，其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463 个，经过培训认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2652人，占全市人口万分之六。”

“当然，创品牌、抓活动，激发群众参与

健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勇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抓‘一地一品’

品牌引路，像市直机关趣味运动会和全椒

‘正月十六走太平’、天长‘茉莉花体育节’已

被确定为安徽省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我们

抓‘一老一少’重点人群带动，开展各式各样

的老年人和青少年体育活动，让‘一老一少’

影响更多人加入健身大军。我们抓‘一会一

员’活动推广，要知道单项体育协会和社会

体育指导员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抓

手和骨干力量。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还要继续努力。”

滁州：三位一体 推动全民健身大发展

滁州市体育局局长李勇林

“《合 肥 市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11-2015）提出了到2015年，合肥市要建

成‘10分钟健身圈’，这是对全体合肥市民的

庄严承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程度直

接影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这是老百姓非常关

注的问题，一直以来也都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合肥市体育局局长李殊对记者说，“截至2012

年9月，市属学校体育场地全部对外开放，全

市体育场地开放定点学校已达80所，实际开

放学校已超百所，初步实现了学校体育资源辐

射社区、服务居民的工作目标。”

“在开放之初，很多学校都存在顾虑，一

个是学生安全的问题，担心不法分子利用学

校开放时间乘机进入校园进行破坏；二是因

开放而额外产生学校设施器材的损耗、卫生

保洁等费用由谁买单的问题。”李殊回忆道，

“后来，我市召开了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

体卫科长专题会议，统一思想，试点推进。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工作开展后，我们联合媒

体广泛宣传。为确保开放工作有效推进，市

政府设立了中小学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专项

经费，仅2012年就投入经费694万元。这些

举措有效解除了开放学校的后顾之忧。”

李殊表示：“尽管目前我市开放工作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是与人民群众健身的迫切需求相

比，与先发城市和省内一些兄弟市相比还存在

一定差距，需要在日后的开放实践中加以完善。”

合肥：强力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长期以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以体抓

体，‘围绕金牌转’，使得基层体校越办越萎

缩，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技能单一，文化素质

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阜阳市体育局局长

闫森语重心长地说，“2010年3月，国务院办

公厅针对青少年体育人才发展的困境，颁布

了23号文件，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问题

作了具体要求，指明了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

和体校办学的方向。”

在介绍阜阳市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时，闫

森表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

重点在三个方面做到保障。一是市县区各

级政府要加强公办体校建设，将其纳入地方

体育和教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训

练竞赛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加大经

费投入。二是建立以体育部门为主，体育、

教育行政部门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为公办体校选派文化课教师。三是建

立运动员保障体系，解除运动员后顾之忧，

特别是对退役后阜阳籍优秀运动员进行妥

善安置。”

“政策文件有‘硬指标’、各级政府有

‘硬投入’、文化课教育有‘硬推进’。”闫森

总结道。

阜阳：加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009年初，芜湖市政府决定，将市奥

体中心整体资产移交市体育局，授权其行使

管理和经营权。市体育局党组认真研究和

筹备经营管理模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

备，于2010年8月成立了‘芜湖市奥园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3月挂牌成立了‘安

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公司’。”芜湖市体育局

局长胡景东向记者介绍，“该公司性质为‘国

有独资企业’，采用‘自收自支、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实行全员劳动合同聘用制’的运行

模式。2012年，‘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被

国家授予‘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称号。”

“我们以‘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为龙

头，整合现有资源，如以芜湖东方阳锐公司

为代表的体育健身器材，无为和繁昌羽毛球

等生产企业，建立体育产业链。同时，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以‘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和

‘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在芜湖召开为契机，

发挥现有优势，打造体育产业品牌。我们紧

扣‘体育、市场、媒体’三个核心环节，以社会

效益为重点，围绕全民健身、体育竞赛和训

练、体育表演、体育休闲、群众性体育活动及

文艺演出等，实行场馆开放，确实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胡景东说。

芜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2012年，我市于12月16日在全省率

先完成全年基础任务，全年共销售体育彩票

6423.70 万元，其中电脑型彩票 5009.56 万

元，即开型彩票 1414.14万元。销量完成率

为109.75%，排全省第二名；年度销售增长率

为29.6%。同时，在专营店建设、竞彩升级店

建设、即开型彩票阶段任务完成情况、BCR

铺设等4项单项指标考核评比中获得全省第

一。”淮北市体育局局长李强向记者介绍该

市的体彩销售成绩。

“体育彩票是国家赋予各级体育行政

部门筹措项目经费的重要抓手，作为生命

线、保障线，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怎么强调都

不为过。”李强说，“我市围绕中心任务，强

化领导力度；抓专营店建设，提升网点形

象；抓渠道建设，优化网点布局；抓服务提

升，提高销售网点销售能力。我市2012年

专营店通过省中心验收69家，建成待验53

家，竞彩标准店8家，专营店合计建成130

家，所占全市网点比例77.8%，其中濉溪县

城区和烈山区已实现专营店全覆盖。截至

2012年底，共有近40家电脑体育彩票站点

分布在全市17个乡镇，农村乡镇装机率达

100%。”

淮北：强化渠道建设 提升体彩市场竞争力

淮南市体育局局长金昶表示，“党的十

八大提出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

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工作要

求，是新时期体育宣传的重点内容，体育宣

传任重而道远。”

“首先要强化认识，切实领会体育宣传

的重要意义。”金昶向记者介绍工作经验时

说，“我们成立了一支高效的体育宣传信息

队伍，在市体育记者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

55名同志组成的市体育系统宣传信息工作

小组。2012年11月，市体育局成立了局网

络事务管理科，局办公室主任兼任科长，具

体负责局门户网站维护、涉及我局网络舆情

处理及有关网络工作。我们制定了一个切

实可行的宣传信息办法，要求实行信息工作

月报制。”

“另外，我们明确了宣传信息工作考核

奖励细则，通过加分、奖金，提升了信息员的

工作积极性。当然，现代化网络传播平台，

以及图文并茂的体育杂志，都是要好好利用

的。”

“领导要重视、人财物要健全、写作水平

要不断提高，这是宣传信息工作的成功经

验。”金昶总结道。

淮南：完善体育宣传信息平台

我省体育事业发展亮点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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