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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看！年初北京冬奥会的历史性突破犹在眼前，年末新雪季就迎来了
游客“井喷式”增长。

听！国际赛场上捷报频传，一次次超越，一个个惊喜，我国竞技体育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过去一年里，从《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发布、体育法修订，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体育强国建设蹄疾步稳。

冬奥盛会筑梦冰雪运动大国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奥会向全世界发出的邀约，也是向全世
界做出的承诺。

在“家门口”的冬奥赛场上，中国为世界留下“无与伦比”的“双奥记
忆”。中国体育健儿在冬奥会上实现全项参赛，以9金4银2铜高居金牌
榜第三位；在冬残奥会上夺得18金20银23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双榜
首，均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冬奥历史最好成绩，“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成绩的背后是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申办成功伊始，北京冬奥会
109个小项中，三分之一在我国尚属空白，冬残奥会全部六个大项中仅开
展了两项。然而，在短短数年间，中国冰雪运动迅速全面发展，“冰强雪
弱”得到很大改善。

成为冰雪运动大国，不仅仅在赛场内。伴随着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成功举办，曾经“不进山海关”的冰雪运动从冬季走向四季、从北方走向
全国、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进入 11月，北方各雪场迎来冬奥会后第一个雪季。南京姑娘肖雅
妮又到了吉林北大湖，三年前才第一次滑雪的她如今已成了滑雪从业
者，每到雪季他们就会组织外滑活动，“今年报名的人特别多”。

对更多冰雪运动爱好者来说，能到冬奥场馆“撒欢”是最开心的事。
7月 9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滑冰爱好者的“打
卡地”；进入雪季，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崇礼云顶滑雪公园
等冬奥场馆成为滑雪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

不久前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
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表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推动冰雪运动
发展、场馆赛后利用、碳中和及水资源等可持续利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效，为国际奥委会未来工作树立了标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
会成为经典，“冬奥遗产”也将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和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

“两翼齐飞”助推体育强国

12月18日，2022厦门环东半程马拉松赛，彭建华和董国建双双超越
尘封了多年的男子半马全国最好成绩，彭建华足足将这一最好成绩提高
了21秒。

超越自我是竞技体育永恒的命题，一次次突破令人振奋、感动，不断
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年初到年末，中国体育健儿一直在超
越，从未止步。

——2月，女足亚洲杯，“铿锵玫瑰”用最荡气回肠的方式，时隔16年
重返亚洲之巅。半决赛读秒绝平、点杀日本队；决赛两球落后，连追三球
补时绝杀韩国队。

——7月，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跳远选手王嘉男凭借最后一跳的8
米36夺金，这是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

——9月底10月初，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获得亚军，追平历史最佳
战绩。王思雨在半决赛终场前投进的最后两个罚篮，被球迷评选为2022
年亚洲篮球最佳进球。

——10月，霹雳舞世锦赛，17岁的刘清漪摘得女子个人银牌。一年
前还不为人知的小姑娘，如今站到了决赛赛场上，为中国队在这一奥运
新设项目上创造历史。

——10月，短池世锦赛全国达标赛，李冰洁以3分51秒30超过女子
400米自由泳短池世界纪录。

——11月，体操世锦赛，中国男团力压日本队夺冠，获得 2024巴黎
奥运会“门票”。

——12月，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骆宗诗斩获女子57公斤级冠
军。她在这个级别展示出超强统治力，今年收获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
三站大奖赛分站赛和亚锦赛冠军。

——在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游泳世锦赛、举重世锦赛、射击世锦
赛等各项目大赛上，中国队选手更是争金夺银，屡传捷报。

赛场外，群众体育发展也迈上新台阶。老百姓身边的体育场地又多
了。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共有体育场地397.1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4.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平方米；越来越多人将体育锻炼
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 4亿，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90%以上。

顶层设计加速体育强国脚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
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进一步明
确了未来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方法路径。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青少年的成长道路上，体育能发挥巨
大作用。少年强则国强，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事关大局，影响深远。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而竞技体育具有不可比拟的助推和
引领作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翼齐飞”，为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如何推进群众体育深入发展？3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其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
全民。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表示，《意见》真正意
义上阐明了何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抓落实，抓效果，实
打实地解决全民健身事业的“卡脖子”问题，把直面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
先决条件，为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找准了方向。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时期要有新表达、新思路、新应对。
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审议通过。这是该法自1995年
颁布施行后，时隔近27年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从法律层面上
解决了体育领域重大的基础性、整体性问题。

修订后的体育法总则第二条明确提出“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
设”。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世波说：“很多制度具有前瞻性、长期性，相
信这些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上升到法律层面，将为未来我国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推动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进入新
阶段。”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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