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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整 合

本报记者 李元浩

“10 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74.8 岁

增长到 78.2 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居于中等

收入国家前列；2020 年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等级以上人数比例比 2014年提升

0.8个百分点，国民体质稳步向好……”

在近日于浙江宁波举行的首届中国-东盟

国民体质与健康促进国际学术会议上，由国

家体育总局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的一组运

动健康数据，引起了新加坡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级主任刘家仁的关注，“中国在国民体质

和健康促进方面所做的努力，很值得新加坡

借鉴。我会把这些经验和做法带回去进一

步研究”。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也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二十周

年。以“互联互通，合作共享——助推体质健

康新发展”为主题的此次会议，旨在切实加强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在国民体质与运动促进

健康领域合作。中国和东盟 10 国相关部门

负责人及体育科研专家代表，来自全国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的相关专家技术

人员等近 200人参加会议。

“我国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据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刘国永介绍，这 10 年来，中国始终积极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制度化开展国民

体质监测工作 20 余年，打造国家体育科普

基地等平台，打造体卫融合服务平台体系建

设，广泛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服务，加强青少

年体育工作，开展体教融合等一系列工作，

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两大战略下，建

立我国公民全人群、全龄段运动促进健康新

模式。

尤其是在国民体质监测方面，2000 年我

国首次开展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监测样本最

多、统计数据最详细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在这 20余年中，我国建立了以国家国民体质

监测中心、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质监测中

心、地市级体质监测中心以及区县、社区体质

测定站为架构的四级监测网络，逐步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国民体质监测体系。目前，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完成建设 1571个

国民体质测定站点。

此次会议上，相关部门对最近一次发布

的《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2022 年 6 月

发布）进行了解读。

从公报内容中可以看到，与 2014 年相

比，我国国民体质总体向好，呈现出城乡居

民体质水平差距缩小，女性体质总体向好等

趋势。

“希望通过科学的数据收集，了解国民的

体质状况、发展的趋势和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据此来及时制定政策，进行规范引导。”国家

体育总局体科所副所长袁虹对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 8 月国家国民

体质监测中心发布了最新修订的《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2023 年修订）》，国民体质定期监

测评价机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更能客观反

映新时代国民体质的变化特征，为国民科学

健身提供精准评价手段。

“近年来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不断探索创

新，从顶层设计全面布局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新体系，开展常态化、智慧化、数字化建设工

作，持续不断的向世界与东盟国家贡献体质

健康促进的‘中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体科

所所长曹景伟表示。

中国在国民体质和健康促进领域的一些

有益做法及经验，引起了此次参会的东盟国

家代表的高度关注。

泰国奥委会副主席、泰国奥林匹克学院

院长苏彼特·萨玛希托在接受《工人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国民体质监测与运动

促进健康方面的实践方法，值得进一步分享

和交流，“运动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泰国

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国民健康工作，今后将

在这方面与中国展开更深入广泛的合作”。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此次会议通过学术

交流、圆桌会谈、科技展示、文化参访等板块，

搭建了一个中国—东盟国民体质与健康促进

合作交流的新平台。今后各方将以此为契

机，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在体质监测、健康促

进、全民健身等领域共商共建新路径。

声 音声 音G

不断建立健全的国民体质定期监测评价机制，在中国-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

成为关注焦点——

打造体质健康促进的“中国方案”

不断建立健全的国民不断建立健全的国民体质定期体质定期监测评价机制监测评价机制，，在中国在中国--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

成为关注焦点成为关注焦点————

打造体质健康促进的打造体质健康促进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朱亚男

11 月 16 日至 25 日，2023 年第七届中国

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深圳举行。由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中国足协指导，由中国企业体

育协会主办，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和香港

赛马会公益支持的本次总决赛，共有 48支球

队、近千人参加，将进行 96场比赛。

中国职工足球联赛创办于2017年，比赛广

泛动员并吸纳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的职工足球队参加。据记者了解，此次来参加

总决赛的48支球队分别来自于20个省级行政

区的32座城市，涉及29个行业。28支球队首

次登上总决赛舞台，占比近60%。新鲜血液的

不断加入，充分体现了职工足球的活力所在。

经过 7 年的发展，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构

建起了基层赛-选拔赛-总决赛的三级竞赛

体系，贯穿全年进行。吸引逾 1500 支球队、

近 5 万名职工，进行 7000 余场比赛。先后覆

盖了 33个行业，在 78个城市落地。

近 4 亿职工，这是中国职工体育发展的

基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职工足球联赛，同样

在中国足球事业中发挥着“塔基”作用。中国

足球名宿、中国企业体育协会足球专委会主

席沈祥福表示：“社会足球是足球运动的主体

和根基，职工足球是社会足球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职工足球运动的开展和普及，将直

接决定社会足球的参与规模和力度。”

在规模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更

多单位的参赛需求，本届总决赛进行了扩军

——参赛球队数量由历届的 32支，增加至 48

支，并在保留 5 人制和 11 人制竞赛项目的基

础上，增设 8人制，进一步贴合职工足球爱好

者的需求。

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代理主席戴璐强在

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职

工足球联赛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联赛已

经扩展到了边疆地区及港澳地区，参赛面更

加广泛。”例如香港和澳门分别派出了职工

联队；新疆和内蒙古各有 4 支和 5 支球队来

到深圳；吉林延边也有 1 支旅游行业的职工

队伍参赛。

越来越多的职工投身到足球运动中，运

动员们也期待有更高的舞台展示才华。针对

高水平职工足球队，中国职工足球联赛也为

他 们 提 供 了 更 多 的 参 赛 出 口 。 2022 年 和

2023 年，中国企业体育协会先后为中国足协

举办的中冠联赛输送了 1 支和 3 支参赛球

队。由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与山西长治体育总

会合作的赛区，还获得 2023 年中冠联赛“优

秀赛区”称号。

此外，作为第五届总决赛冠军的中车株

机，还将代表中国职工，参加今年 12月 6日至

10 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企业运动

会足球比赛。

对于组织职工开展足球运动的企业来

说，这项活动同样凝聚着不断向上的力量。

首次参加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便斩获 11 人

制超级组第三名的济南能源队，曾经代表山

东获得 2021 年陕西全运会十一人制男足企

事业组亚军。济南能源集团体育协会会长赵

宗柱表示，集团非常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足

球队已经成立近 12年，一批又一批职工的努

力，让球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竞争力，“足球

场上的团结和拼搏精神也带入了职工的工作

当中”。

除此之外，职工足球的发展还在传承上

下足了功夫。已经参加了 7 届总决赛，荣获

过两届总决赛冠军的上汽通用五菱队，自

2019 年起，在总部所处的柳州市，坚持开展

公益性的普及型足球青训工作。职工考取了

教练员证书，带领职工子女每周进行 4~5 堂

训练课。每到年底，还组织面向学员家长的

汇报演出，听取更多完善建议……

沈祥福表示，职工足球不仅是职工参与，

更重要的带动他们的子女一起参与，进一步

扩大中国的足球人口，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

是有利的。

戴璐强认为，职工足球联赛的办赛初衷，

就是想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做出一些实实在

在的贡献。“虽然不像职业足球那样引人关

注，但中国职工足球联赛就是要打好基础中

的基础。”

职工足球是社会足球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工足球联赛：打好基础中的“基础”

刘颖余

在“再拼一次”的口号中，国

足再起航，开始了新一届世预赛

的征程。

这是国足第 13 次冲击世界

杯，“再拼一次”是国足出征宣传

片的主题词。“我们信念联结，当

无畏前行！一起扛，一起闯，中国

队加油！”言辞铿锵，画面感人。

只是球迷和网友并不领情，

“是的，再拼一次，反正机会过几

年就会有一次”“你再拼一次，我

再也不会上当一次”“‘再’说明了

中国男足勇于面对的精神，‘拼’

凸显了对自己水平的了解。合到

一起就是:输了属于常态，赢了全

是运气”……

这是典型的中国足球式黑色

幽默，不能怪球迷的刻薄和绝情，

实在是国足提不起大家的信心。

据说，国足出征泰国，只有区

区 8人送行。与其他中国优势项

目相比，国足的热度似已降至历

史冰点。

这当然也无需大惊小怪，竞

技 体 育 ，归 根 到 底 要 靠 成 绩 说

话。球迷看比赛，是为了快乐，国

足给人的惯常印象是：特能输，又

无斗志，凭什么要求人家始终和

你“一起扛”？

要我说，国足冲击世界杯的

热度下降，不仅纯属正常，而且是

社会心态日渐理智的一种体现。

老国脚彭伟国说得好，“国足是一

个国家最高足球竞技水平的集合体，冲击世界杯固然是

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唯一目标。”

我估摸着，中国足协也不会承认，国足冲击世界杯是

他们的唯一目标，但与青训什么的相比，他们显然更看重

国足成绩，不信看看他们公布的财务报告——2022年，足

协在青训及培养建设上的投入仅为 0.46 亿元，占比不到

7%，用于各级国家队的支出则高达2.79亿元，占比超四成。

足协为何厚此薄彼？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国足更有

社会关注度，更有“政绩感”。

当以一种追求政绩的态度去搞足球时，足球会搞得

怎么样，可想而知。

前不久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起大家高度关切，大意

是，中国足球有个“12岁退役”现象——自校园足球普遍

开展以来，小学阶段踢球人数激增，但到初中阶段即 12

岁之后，立刻出现断崖式下跌。早在 2018年就出现了这

个苗头，当时北京“百队杯”组织者公布了一组有关参赛

队伍的数字：U8、U9小学年龄组参赛球队共有 229支，而

U13、U15中学年龄组参赛球队一共只有 70支。

12岁就“退役”，看似荒唐，但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里，合

情合理。在家长眼里，孩子的出路显然比兴趣更重要。足

球专业训练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足球行业整体形象不

佳，所有这些都可能随时浇灭一个家庭对于足球的热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超球队阵容老龄化严

重。据知名体育研究机构瑞士足球天文台（CIES）对全

球 48 个国家或地区的顶级联赛进行的调查，中超以

28.41 岁的平均年龄成为全球最“老”的联赛。具体到俱

乐部层面，所有被调查球队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是中超的

青岛海牛队，高达 31.48 岁。成都蓉城则排名第五，平均

年龄为 29.80岁。

中超变老了和“12岁退役”，有无关联？期待专家赐教。

耐人寻味的是，国足热度即使跌到历史低点，他们依

然会被围观，而“12岁退役”等怪现状，不仅公众不知情，

业内也大多熟视无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若我们对国

足第 13次冲击世界杯抱有太高期望，显然不切实际。一

个良好的足球基础和生态，比国足在世预赛上一城一池

的得失要重要得多，也有价值得

多。前者为本，后者为末。本末倒

置，国足要想走出死循环，难矣。

被
围
观
的
和
被
漠
视
的

以
武
会
友

后冬奥时代，顶级冰雪赛事

激发大众冰雪热情——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为期 3 天的 2023～2024 赛季国际

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北京站）赛事在国家速

滑馆上演，各项赛事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展

开了精彩角逐。这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之

后，“冰丝带”迎来的国际顶级赛事首秀。

本赛季速滑世界杯（北京站）有 200多名

世界顶尖速滑选手报名参赛，中国队共派出

16名男选手和 13名女选手。经过激烈角逐，

中国速滑队最终取得了 2银 4铜的成绩。

中国选手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冬奥会

冠军高亭宇。时隔 21 个月再次踏上国际赛

场的他，最终在男子 500 米 A 组比赛中排名

第四。高亭宇赛后表示，这一成绩比预期慢

了一些，但对本站比赛的整体发挥感到满

意。“这个成绩对于伤病刚恢复 6个月的我来

说算是不错。可能就是临场发挥稍欠缺了一

些。希望真正到米兰冬奥会的时候，让大家

重新认识一个全新的我。”

中国队阵中，宁忠岩的表现依然稳健。

他在本赛季世界杯首站拿下男子 1000 米银

牌和 1500 米铜牌，在北京站又取得 1 银 2 铜

的成绩。“重新回到‘冰丝带’比赛，感觉很不

一样。我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重要的是

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相比短道速滑，速度滑冰长期以来并非

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但本次世界杯，中

国 队 也 取 得 一 定 突 破 。 如 韩 梅 出 战 女 子

3000米 A 组比赛，以 4分 05秒 45的成绩摘得

铜牌，成为首位登上世界杯女子长距离项目

领奖台的中国选手。

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速度滑冰队总

教练李琰整体肯定本次中国队的表现。“我

们能看到，运动员正在不断寻求突破，我们

用团队力量来实现突破，实现互相助力。”据

李琰介绍，世界杯东道主队伍各项目都有满

额 5 人的参赛名额，因此本站比赛有更多中

国年轻选手走上赛场，他们“以赛代练，壮了

壮胆气”。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世界杯吸引了大量观

众现场观赛，因为承办北京冬奥会而不断升温

的大众冰雪热情仍在持续。“北京冬奥会的时

候，我就很向往能来到‘冰丝带’看比赛。这次

总算是实现这一愿望了，现场看比赛真的很刺

激。”从石家庄过来的大学生王丹琳告诉记者，

此次和她结伴而来的同学有5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菲认

为，让更多群众去体验“冰丝带”这样高水平

的场馆，欣赏高水平的赛事活动，“能够促进

冰雪运动项目的进一步普及，带动体育和冰

雪产业发展”。

据悉，今年这个冬天北京将迎来一场盛

大的冰雪盛会。除了速滑世界杯外，本月和

12月北京还将连续主办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冰雪大跳台世界杯等一系列顶级冰雪赛事。

对此，李琰表示，后冬奥时代充分发挥奥

运遗产作用，合理利用奥运遗产资源，未来将

有更多冰雪赛事落户北京，要让更多的运动

员带着憧憬参加比赛。“北京也将继续向全世

界展示‘双奥之城’的办赛水平和城市魅力，

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连接在一起，使国际交

流传统与中国历史传统交相辉映，也将奥运

精神一直赓续下去。”

据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李扬介绍，今年冬天还将继续举办“全

国大众冰雪季”品牌活动，这已经是连续第

十年举办这项系列活动。“我们将针对大众

对冰雪活动的多样化需求，举办各种各样的

冰雪赛事和活动，利用好北京冬奥会的奥运

遗产，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成果。”

速滑世界杯闪耀“冰丝带”

职工运动会精彩纷呈

近日，国网浙江温州供电公司“奋发新征程 活力向

未来”第三届职工体育运动会在瓯海奥体中心成功举

行。此次运动会共有 23 支代表队参赛，既设有田径、跳

远等传统竞赛项目，也有混合接力以及拔河等趣味比赛

项目。比赛过程精彩纷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职工全民

健身活动的开展。 （梅传双）

北京时间 11 月 21日，为期 5天的“恒源祥”
第十六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
堡落幕。本届世锦赛分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两大
项，共产生40枚金牌，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近300
名运动员参赛。

上图为参赛选手在开幕式现场进行武术
表演。 （体轩）

右图为中国选手张清淳在男子枪术比赛中
夺冠。 新华社发（田丹 摄）

成都2024汤尤杯会徽及口号正式发布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陈地）2024年道达尔能源·汤

姆斯杯暨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发布活动日前在

成都高新体育中心举行，赛事会徽、口号以及筹备进度等

相关内容正式对外公布。

据了解，成都 2024 汤尤杯是中国西部首次举办世界

羽毛球顶级赛事，也是巴黎奥运会之前级别最高的羽毛

球赛事。此次赛事的会徽设计为两只相遇的羽毛球，突

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两项世界顶级羽毛球赛事，寓意着

赛事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和爱好者们，以赛为媒，

相遇在成都。会徽的主造型融合成都最具代表性的熊

猫、太阳神鸟元素，彰显天府文化底蕴。

成都 2024 汤尤杯的口号“羽世界·共蓉耀”（英文：

Badminton World Shines in Chengdu）巧 妙 运 用“羽 ”和

“蓉”二字的谐音，寓意为羽毛球连接世界，在蓉城共享

荣耀。

更多精彩请扫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