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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年）》实施的收官
之年。五年来，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
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在取得亮
眼的成绩单之后，如何让场地设施和赛
事活动离群众更近？如何满足青少年、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身与健康需
求？如何促进体医融合发展、发挥新技
术在推动全民健身领域的效能？全国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围绕政府工作报
告相关内容广泛建言献策。

将更多健身场地设施
建到群众身边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提前超过了“十
四五”规划的人均2.6平方米目标。代
表委员们认为，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
未来还应进一步提升健身场地布局的
合理化程度、丰富健身活动类型。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丁亚琳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
曾提交了《关于加强农村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的提案》，这份提案被评为“全
国政协2023年度好提案”。据丁亚琳介
绍，湖北目前已实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的乡镇全覆盖，98％以上的行政村已拥
有了场地设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
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
这两年也相继提出利用开放公园、废弃
矿山作为场地供给的提案。他建议，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应更注重空间布局的合
理性，让体育在普通人身边扎根。

“浙江、上海等多省市正在试点社
区健身房的建设，采用社区提供场地、
财政资金购买设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
务进行运营的模式，将全天候的室内健
身设施推广到社区中去，提高了场地和

设施的可达性。”鲍明晓说，自己今年的
提案就是建议将这种模式在更多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尝试推广。

户外运动近年来呈现出大众化的
趋势。鲍明晓认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
打造是一项需要兼顾安全、环保的系统
性工作。他建议对不同目的地的资源
环境条件进行分类，“生态特别脆弱、或
者根据自然保护区的相关条例应当禁
止人类活动的地方，不宜对户外活动开
放。其他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环境，制定
有条件开放的政策”。

此外，马拉松、“村超”等面向普通
群众的赛事活动，近年来激发起全民运
动热情。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将以
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赛事为龙头，推动

“我要上全运”系列活动的开展。丁亚
琳建议，应注重不同赛事的分层化设
计，考虑城乡在观赏和参与性赛事方面
的不同需求，打造持续吸引群众参与的
赛事“IP”。

“一老一小”的
健身与健康引关注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提出，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38.5％。截至2024年9月，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已
达到37.2％。

在成绩单之外，青少年、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的健身活动开展也受到代表
委员们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
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在
2024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延长学生
课间休息时间的提案。“教育部门很是
重视，多次和我沟通如何落实提案。今
年，北京、深圳等地出台的政策显示了
这项工作的推进效果。”他说。

厉彦虎同时认为，如何让学生在课
间真正走出教室，仍是多地亟待解决的
课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商业大学图

书馆馆长刘小军也表示：“课间活动存
在一定运动风险，需完善相关法律，建
立保险等机制支持，让学校敢于放开校
园运动。”

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提出，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
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全国人大
代表、盐城市第一小学督导室主任陈
宏斌调研发现，部分学校的体育资源
尚不足以落实好“每天两小时综合体
育活动＋15分钟课间”的新要求。此
外，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由于编制限
制、薪酬待遇等因素，难以吸引和留住
体育教师。他建议：“可考虑引入社会
体育力量，利用社会体育组织、体育俱
乐部和体育企业等拥有的教练员、器
材和组织经验，弥补学校在体育资源
上的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副主席杨扬也表示，专业运动员尤其是
退役运动员应在学校体育中发挥更大
作用。她对自己去年参加的由全国政
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开展的“冠军思政
课”活动记忆犹新。这项活动邀请奥运
冠军、世界冠军赴基层中小学讲授思政
课和运动健康科普课。在海南的一所
学校，孩子们在一堂跑酷课后都不愿收
拾器材，久久不愿让老师离去。“当时一
位校长说‘这种孩子不愿下课的体育
课，才是真正的体育课。’”杨扬说。

此外，鲍明晓等委员注意到，近年
来，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研究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但老年人全民健身的服务
缺口仍存。鲍明晓说：“我们在调研中
发现，少肌症为我国老年人带来了比较
严重的健康风险，这为更加健全的社区
内老年健身设施和运动指导提出了需
求。未来的社区养老等事业，是‘体
育＋’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全民健身仍需
科学指导和科技助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
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让年
轻一代在运动中强意志、健身心。”如何
做到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成为代
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在青少年群体中，遵循科学的原
则至少需要体、教、医三者的融合。”厉
彦虎说，“我们从2018年开始启动青少
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推广活动，在全
国收集了大量数据，发现青少年中存在
的脊柱功能欠佳、心肺功能不足、视力
下降等问题，许多都与缺乏运动有关。
但在开具运动处方、进行健康干预的过
程中，医疗评估必不可少。”他介绍说，
在一些试点城市，脊柱健康已纳入当地
青少年体检中，站姿、坐姿、桌椅配备标
准等通过教育部门在学校中推广，项目
组还向学生家庭普及脊柱健康问题的
早期症状，并通过课间活动和体育课保
证运动时间，各方形成合力共同守护青
少年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体育高等专
科学校教师韦军也建议，应建立基层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联合体，以体医融
合的方式建立符合基层需求的运动
处方体系。鲍明晓则对人工智能等
技术在运动技能普及方面的应用提
出了设想。

“除了场地、时间有限等，缺乏技能
也会制约普通人参与运动的热情。人
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持续发展，或许
可在未来降低体育培训的成本，也可在
训练过程中为用户提供练习效果的评
估。”鲍明晓说，目前，无人值守的健身
房、智慧场馆等已在多地落地，但一个
更贴合每个人具体需求的运动健康助
手，或许是新技术在未来的体育行业中
能为普通人打开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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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
转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拓宽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
道;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让多劳者多得、
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20252025年年,,高校毕业生数高校毕业生数
量预计首次超过量预计首次超过12001200万人万人，，
在茫茫职海中觅得心仪的在茫茫职海中觅得心仪的
OFFER,OFFER,是不少人的心愿是不少人的心愿

而对外卖小哥而对外卖小哥
等新就业群体而言等新就业群体而言，，
如何更好保障权益如何更好保障权益
也是现实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20242024年年，，我国我国6060岁及岁及
以上人口首次突破以上人口首次突破 33亿亿
人人。。让所有老年人有幸福让所有老年人有幸福
美满的晚年美满的晚年，，是牵动亿万是牵动亿万
家庭的家事家庭的家事，，也是关乎国也是关乎国
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强化
失能老年人照顾；扩大普惠养老
服务，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加
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减少辗转减少辗转，，能及时看上能及时看上
病病、、看好病看好病，，是群众所盼是群众所盼。。如如
何守好何守好““看病钱看病钱”“”“救命钱救命钱””？？
如何让百姓用药更安心如何让百姓用药更安心？？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
程；优化药品集采政策，强
化质量评估和监管，让人
民群众用药更放心；支持
创新药发展

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因地制宜推动兴
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20252025 年 是 巩 固 拓年 是 巩 固 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兴有效衔接55年过渡期的年过渡期的
最后一年最后一年。。过渡期结束过渡期结束
后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
有哪些具体举措有哪些具体举措？？

““老破小老破小”“”“城中村城中村”“”“远大远大
新新””，，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热词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热词，，
承载着群众对承载着群众对““住好房住好房””的热的热
切期盼切期盼。。如何让更多新市民如何让更多新市民、、
年轻人年轻人、、农民工实现安居农民工实现安居？？如如
何让老房子何让老房子、、旧房子变成旧房子变成““好好
房子房子””？？

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
施，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
改造；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
色、智慧的“好房子”

从学前教育普惠保障从学前教育普惠保障，，到到
扩大高中学位供给扩大高中学位供给；；从青少年身从青少年身
心健康心健康，，到高校人才培养……到高校人才培养……
这些事关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这些事关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
展的话题展的话题，，持续引发讨论持续引发讨论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
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扎
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普及心
理健康教育

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
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
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健
康、养老、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
务供给；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

““提振消费提振消费””无疑是无疑是 20252025
年的热词年的热词。。人们期待政策工人们期待政策工
具箱不断丰富具箱不断丰富，，更期待在提高更期待在提高
收入的同时收入的同时，，民生福祉有更多民生福祉有更多
保障保障，，多一些多一些““能消费能消费””的底的底
气气，，少一些少一些““后顾之忧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