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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株洲”背景下城市社区体育发展对策研究

 ◎雷晔华
摘要：社区体育作为基层群众最便利最广泛参与的区域性体育活动，在社区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落实全民

健身和实现全民健康目标发挥着强有力地推动作用。本文以“健康株洲”为背景、社区体育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实地访问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健康株洲”下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作用，根据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提

出社区体育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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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株洲”对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

作用

（一） “健康株洲”加快实现株洲市

发展战略规划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全会及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精神，以及“健康中国”和“健

康株洲”建设要求，株洲市紧紧围绕加快

建成“一谷三区”、实现“两个走在前列”

的战略目标，推进“健康株洲”建设，不

断提升国家卫生城市水平。从长远看，是

要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市容环境和居

住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和

城市的文明程度；从近期看，以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根本目

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

育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坚持体育事

业公益性，保障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

合法权益，努力建成湖南省全民健身示范

城市。尽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

有重要的意义。

（二）市委市府高度重视，为城市社

区体育发展夯实了基础

株洲市委市府高度重视，下发《株

洲市建设健康城市行动纲要（2012—2020

年）》，要求到 2015 年，市区建成国家

健康城市，尔后延伸至县域，至 2020 年，

全面建成具有株洲特色的健康城市。坚持

政府主导，坚持改革创新，优化体育事业

发展环境。蓬勃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

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积极发展体育产业。

其具体目标是：全市经常参加全民健身锻

炼的人数达到 45％，市区达到 65%。群众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达到

92% 以上。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加快场馆

建设步伐，着力构建市、县市区、乡镇（街

道）、行政村（社区）四级全民健身设施

网络和城市社区“10 分钟健身圈”、中心

镇“20分钟健身圈”、农村“30分钟健身圈”。

到 2020 年，力争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 2.0 平方米。全市基本形成全域“两

核十心多点”的体育设施布局。

二、株洲市社区体育发展现状

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检索等方式查阅

了有关健康株洲研究、社区研究、大众体

育研究、社区体育研究等文献资料为论文

的基础。其中健康株洲体育行动计划 1 份，

期刊 30 余篇。并对株洲市石峰区、天元区、

芦淞区、荷塘区、云龙区分别抽取 3 个社

区，共 15 个社区为研究对象。在访问、

观察的基础上向市体育局群体处、各社区

有关负责人、各社区健身点的市民就社区

体育组织管理、体育活动情况、场馆设施、

活动经费等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范围

共涉及株洲市五个行政区，共 15 个社区。

每个社区发放问卷 50 份，共发放问卷 750

份，有效问卷 700 份，有效回收率 93%，

走访 40 个社区，并发放问卷 40 份，收回

40 份，有效回收效率 100%。

（一）社区居民对“健康株洲”的认

识情况

“健康株洲”的提出，市政府高度重

视，制订了株洲市全民健身计划纲领，开

展宣传，引导居民关注健康、加强锻炼。

居民对体育认知普遍提高，锻炼热情更加

高涨，“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

子”深入人心，社区体育的地位有了明显

提高。经调查：对健康株洲的全部认识和

基本认识占 87% 居第一位。很受欢迎和一

般占 83% 居第一位。但仍有 13% 和 17%

的居民对“健康株洲”不认识和不受欢迎，

说明“健康株洲”宣传力度不够。积极建

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视等健康栏目，利用

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

（二）株洲市社区体育基层管理人员

情况

调查表明，株洲市社区设有基层管理

部门和人员占 85%，专人管理占 50%，兼

职人员管理占 32%，其他人员管理占 6%

但还有 16% 的社区无人员管理，说明株洲

市各社区体育基层管理发展不平衡。在调

查中发现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管理

人员不多，大部分是退休体育教师或者是

体育爱好者。体育主管行政部门需制定相

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

训力度，分配到位。

（三）株洲市社区体育开展情况

调查表明，目前株洲市社区体育活

动还主要依靠居民自发进行占 53%，居第

一位。在“健康株洲”的倡导下，社区辅

导站和街道居委会组织发挥了极其重要作

用，分别占 22% 和 38%。但仍然还未打破

小型分散、组织单一的社区体育模式，管

理模式还未完全统一、发展极不平衡。

（四）株洲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

项目情况

调查表明，“健康株洲”城市社区居

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主要项目是：跑步、登山、健身类、

武术类、球类等。其中，登山、跑步、健

身类占 32%，武术类项目占 5%，小球类

占 33%，大球类占 30%。这与场地、器材

的约束有关，从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分布

看，项目达到了健身性和娱乐性的目的，

真正体现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参与性。

（五）株洲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圈

情况

调查表明，株洲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

圈是沿江风光带，公园和社区专门的场所

或空地为主占 50%，到收费的体育场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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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场所占 35%，这就说明“健康株洲”

的提岀使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和加大了全市

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以满足居民参加体

育运动的需要。但收费和有指导的场所去

的较少。

（六）株洲市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

经费情况

从对 15 个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经费的

调查看 40% 的活动经费来自锻炼者的会

费，居首位；20% 的活动点来自行政事业

拨款，居第二位。由此可见，由于经费短

缺，一些社区体育活动，特别是能够激起

居民参与体育热情的活动不能开展。另外，

需要交会费的活动，参加人数较少。

（七）株洲市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情况

根据对 15 个社区的调查，“健康株洲”

提出后，株洲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完全能

够、基本能够、一般能够满足居民体育活

动的需要，满意度占 71%，但有 24% 和 5%

基本不能和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这反映了

株洲市城市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还不能够

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三、“健康株洲”下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

结论

（一）“健康株洲”的提出市政府高

度重视，为株洲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了政策

和基础保障，市民更加关注健康，对体育

认识有所提高，体育运动锻炼热情更加高

涨，为全民健身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株洲市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管

理发展还不平衡，活动组织主要以群众自

发为主，缺乏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在

活动中社会指导员的比例相对较低，活动

的形式较为单一，不具有多样性和丰富的

活动内容，与其他健康城市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

（三）株洲市社区体育活动群体以中

老年为主体，其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年

龄集中在以 45—65 岁之间；活动地点还

是集中在公园和社区专门的场所或空地为

主，而到收费的体育场所或健身场所活动

较少，总体还是以健身类、跑步、登山为主。

（四）社区体育活动经费不足，以

收取会费为主，单位拨款和社会赞助经

费不够，不能开展更多有趣的运动项目，

影响了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度。另外，

居民体育活动消费水平不高，消费意识

不强，因此发展新项目和提高居民的热

情比较困难。

四、“健康株洲”下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

对策

（一）进一步加强体育基础设施的建

设，政府尽快立法拟定《社区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标准》，为市民提供优质良好的体

育活动场地和环境。 

（二）建立健全社区体育组织的协调

机制，加强对社区体育活动的领导，要建

立健全政府领导、体育行政部门主管，街

道居委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共同推进体育

活动组织协调机制，为社区体育开展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障，广泛动员社会行业、企

事业单位、社会各团体积极参与组织社区

体育活动，做到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模式。

（三）加大对社区体育的科学研究

和宣传力度，充分依靠全国、高校和体育

科研机构在全民健身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作

用，鼓励知名专家对“健康株洲”的研究，

找出株洲市城市社区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提出株洲市社区体育发展的方

向和模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加

大社区体育的宣传力度，激发市民参与体

育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健身意识，丰富健

身内容和方法，崇尚科学健身，形成良好

的全民健身氛围。

（四）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全民健身志愿者服务的长效机

制。利用在高校的体育院系的优势加强对

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的培训力度，逐

步提高其数量和质量，极大地满足基层社

区体育活动的需要。

（五）进一步建立社区体育经费投资，

保障各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加强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整合资源，统一规划、集中

建设社区体育中心或社区体育广场，推动

全市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协调学校体育

场馆的开放率，实现学校与社区资源共享。

（六）根据株洲地形地貌、气候特征、

城市优势，挖掘具有当地特色、居民喜欢、

便于开展的健身项目，开展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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