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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本报记者 朱亚男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体质状况成为社会

热议话题。作为教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体育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体教

融合，目的是助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久前

落幕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运动

员们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背后折射出的正是

我国青少年体教融合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随国家体育总局

青少年体育司“体教融合走基层采访活动”

来到重庆，实地走访调研当地中小学、体校以

及俱乐部的体教融合发展，探访重庆青少年

体育近年来的成就与经验。

夯实硬件设施基础

作为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

体育场地和设施是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关

键。但在山城重庆，一块平地也成为稀缺资

源。因地制宜，因形制宜，重庆的学校在多变

的地形中寻找学校体育发展的平原与坦途。

在记者此次走访的学校中，大坪小学、巴

蜀中学、重庆复旦中学等学校，均有建在地下

的活动场地，包括 25 米泳池、排球场、篮球

场、羽毛球场等等。这些场地不仅是本校学

生的运动场，有的也是体校的训练场地。

大坪小学游泳馆，现在也是渝中区体校

游泳队的训练基地。大坪小学校长李雪梅告

诉记者：“我们在建设游泳馆的时候就考虑

过，单凭学校有限的师资力量无法发挥场馆

的最大作用，只有依托体校的力量才能让它

物尽其用。”现在大坪小学的 6个年级都开设

了游泳课，学生们掌握游泳技能的同时，体校

游泳队也能有稳定的训练场地。

此外，重庆还大力推动各类体育场地建

设，加强大型体育场馆、社区活动场所、健身

步道、体育公园和多功能运动场地建设，为青

少年提供优质便捷的运动场所。

以“羽毛球之乡”万盛经济开发区为例，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2平方米，排名全市首

位。据万盛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已建

成区级全民健身中心 1个，镇级全民健身中心

3个，各类体育设施设备能较好满足 3万余名

学生日常锻炼需要。“区域公共体育设施均向

青少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区全民健身中心体

育场馆无偿提供给学校举办赛事和开展体育

训练，每年服务青少年超过110万人次。”

积累多样体育人才

体教融合既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也是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石。体育系统

需要体教融合培养扩大体育人口，实现竞技体

育选材模式多元化，同时拓宽退役运动员职业

转型通道，保障人才的输入输出机制。

据重庆巴蜀中学体育中心主任吴双介

绍，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早在 13年前就已在巴

蜀中学成为现实。“国家政策出台前，我们就

引进了退役运动员。现在有 5位老师是从省

级专业队或省级职业俱乐部退役后进入学校

工作。同时，我们还外聘了 4名专业教练担任

运动队的主管教练，不断优化师资队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重庆很多学

校都在依托高校、协会、俱乐部等主体打造复

合型体育教师、教练员培养体系，培养兼具体

育运动技能以及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

知识的体育教师，并对现有体育教师、教练员

队伍进行定期培训、考核，优化晋升渠道。未

来，将会有更多有志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的

人走进校园，走上体教融合的舞台。

普及体教融合理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唯分数论”的传

统教育观念影响，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转变思想观念，更

新教育理念，破除传统“体教分离”，打破现有

体教融合领域存在的认知障碍方面，重庆各

区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

曾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的重庆谢家湾

学校，是实施素质教育高质量育人的典范。

学校开设自编操专题活动，每个班每年由师

生共同创编一套更符合本年段孩子身体发

育、运动实际水平，更契合班级文化的自编

操；每个班级每学年持续学习一个特色体育

项目，每个孩子至少参加一项体育社团；每年

的学校体育节持续两个月，人人都有比赛项

目，分年级开展比赛共计 50余场次……

当谈及学校体育活动会不会让家长担心

学生的升学和考试成绩时，谢家湾学校校长

刘希娅表示，近几年谢家湾学生的升学表现

已经让家长相信，“真正的教育不应该依赖刷

题和时间的堆砌，真正的素质教育不怕科学

的考试”。

体育与教育融合，不仅折射出新时代教

育观念的转变，也是以人为本在当下的积极

展示。重庆市体育局青少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重庆市体育、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牵头

下，2024年至 2027年重庆市青少年体育和体

教 融 合 的 相 关 实

施 方 案 即 将 在 调

查研究后出炉。持

之以恒，久久为功，

重 庆 体 教 融 合 的

探 索 和 实 践 一 直

在路上。

声 音G

重庆在如何应对体重庆在如何应对体教融合的痛点和难点方面做出积极探索教融合的痛点和难点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青少年体教融合在这里青少年体教融合在这里““一路生花一路生花””

本报记者 刘兵

在北京刚刚落幕的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

界杯（第三站）与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

赛总决赛两大赛事中，颁奖仪式上都多了一

项亮眼的奖品，那就是赛事组委会为获奖运

动员专门准备的“龙墩墩”。

近日，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的龙年新春特别版——“龙墩墩”系

列新品正式发售。它身着红袍，龙角金光闪

闪，造型喜庆而又可爱。

发售首日，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前来

购买“龙墩墩”的民众就排起了长队。换上新

装的“冰墩墩”各款最新文创产品，不仅没有

随着冬奥会的结束而失去热度，反而继续担

当大型赛事周边产品的“顶流”。

记者在本次短道速滑世界杯举办地——

首都体育馆中看到，不少观众在观赛的同时，

也会在场馆内购买“龙墩墩”毛绒玩具。其他

相关文创产品销售也水涨船高，成功地以赛

事带动了周边产品消费。

“冬奥会的时候没有买到‘冰墩墩’，当

时感到特别遗憾。在龙年来临前夕，能买到

华丽变身的‘龙墩墩’，美感和纪念意义并

重，别提有多高兴了。”观赛的北京市民马存

君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除了毛绒玩具，今年推出

的“龙墩墩”系列产品还有钥匙扣、摆件、徽

章以及明信片等。特别是在摆件设计中，运

用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概念和“四海龙

王”的创意，形成了不同性格、各具特色的文

创产品。

北京冬奥会期间，伴随精彩绝伦的冰雪

赛事，造型源自“国宝”大熊猫，憨态可掬、造

型独特的“冰墩墩”迅速成为爆款，也让观众

感慨“一墩难求”。

据悉，北京冬奥会后，为了回应大众对

“冰墩墩”的喜爱和期待，中国奥委会与国际

奥委会进行沟通与协商，最终形成以北京冬

奥会历史知识产权为主的合作方案，实现了

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权在中国奥委会辖区内

的再利用。

由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已进行“虎墩墩”

的成功尝试，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林存真选择以中国生肖为设计元素继续给

“墩墩”做“新衣”。由此产生了去年底问世的

“兔墩墩”和如今上市的“龙墩墩”。

林存真认为，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汲取营养，同时呈现充满活力的当代中

国形象，是“冰墩墩”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

因所在。“只有把它同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十二生肖、神话故事、民俗活动等传统文

化联系起来，不断加以创新，给大众以新

奇感，才能让‘墩墩’随着冰雪运动继续火

下去。”

在“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看来，

赛事的成功和吉祥物设计的匠心独运，都是

助推周边产品获得青睐的重要因素。“重要

的体育大赛，吉祥物都是展现文化特色、传

播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周边产品的灵

魂所在。”

除了“冰墩墩”，在新中国体育历史上，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周边产

品开发也较为成功。北京亚运会是新中国

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盼盼”

凭借可爱可亲的形象风靡亚洲，也成为经

典的时代记忆。“盼盼”相关摆件和纪念章、

纪念邮票等产品，一直有热度并逐年产生

收藏价值。

很多在国外举行的大赛，其周边产品开

发也不乏成功案例。例如 2022 年卡塔尔世

界杯的相关周边产品，如吉祥物元素的钥匙

扣、手机壳、毛巾以及邮票徽章、纪念币等，至

今仍在中东地区热销。

今年成功举办的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

会，其周边销售在赛时也十分火爆。如融合

大运特色和巴蜀文化的“蓉宝”系列商品，在

大运会前后不断登上热搜，受到人们追捧。

如何从“冰墩墩”中借鉴成功经验，让“蓉宝”

和“江南忆”（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成为持续的

爆款，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冰墩墩”升级版“龙墩墩”备受追捧——

大赛“顶流”是怎样炼成的

刘颖余

“深圳马拉松，起起伏伏的路面

就好像人生。”从未在南方城市跑过

马拉松的何亚军，如此描述自己的

首个“深马”之旅。

而来自杭州的跑者金晓华，其

最深感悟是两个耳熟能详的词，“自

由”和“平等”，“自由是自己带一根

手杖就可以去目的地跑步，跟大队

伍碰头；平等是全程 42 公里，不会

因为你眼睛不好还是腿不好、手不

好就少点距离，大家都一样，只是我

需要陪伴。”

两位跑者，一南一北，互不相识，

却因为同一个身份——视障跑者，跨

越山海，辗转南下，相会在深圳湾公

园，沐浴着美丽的晨光、轻柔的海风，

在和煦的冬日里再一次和世界相遇。

比赛恰逢国际残疾人日，在有

关各方的支持下，深圳 5 支助盲跑

团近 20位志愿者，邀请视障跑者结

对参与“深马”，助力视障跑者成功

圆梦马拉松。

诚如金晓华所言，对于视障跑

者来说，马拉松成绩不是最重要，重

要的是和各种人相遇的瞬间。当天

南地北互不相识的跑者相遇于此，

并肩奔跑，那一刻，他们感到了快乐

和幸福，也看到了光明和美好。

看清生活的真相，仍要热爱生

活，这是盲人跑者面临的残酷，也是

他们强大的精神动力。人世间的大

部分美好都要用眼睛去看，你却必

须用别的感官去替代，你只能如此，

“因为你还得生活，也没有人能帮你生活”（金晓华语）。

跑步就是这样的美好。当 43岁的何亚军 9年前第一

次在黑暗中和朋友拉着手跑步，他一下子就喜欢上这样

的感觉，“人经常在一个空间待着，突然能跑起来，同伴给

你讲路边的风景，还能听见风的声音”。后来，他一发不

可收拾，5 公里、10 公里、半马、全马，甚至出国参赛。不

仅如此，他还立志让更多视障朋友像自己一样快乐奔

跑。如今，“何亚君助盲团”已成立 8 年，吸引了近 500 名

视障朋友和 2000多名爱心志愿者参加。

“跑步让我拥有生活，不再只有生存，想让看不见的

朋友也拥有这份快乐，让大家知道我们只是看不见，但一

样可以正常生活、运动、交朋友。”何亚军说。

对于视障群体来说，除了看不见，跑步带给他们的快

乐与自由，与健全人无异。他们显然也有权利去享受这

样的快乐与自由。

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因为另一个人的指引，同样能

感受跑步的快乐与自由，并藉此健全了自己的身心，丰盈

了自己的人生。这正是视障群体跑步的独有魅力。

志愿者刘普功说得特别好，“一个人跑得更快，大家

一起跑得更远”。对于视障人群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不是

跑得更快，而是勇敢地出发——从家门走出来，接受志愿

者的引导，跑起来。只要跑起来，他们就能收获跑步带给

他们的所有美好。

而借助那根小小的绳索，志愿者在默默付出的同时，

也得到了内心的充盈。他们是连接光明的人，也在一步

步不断熟练的陪伴中完善自我。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被人帮助开心，帮助别人同样快

乐。这是视障人士在黑暗中也能奔跑的人性逻辑。而在马

拉松赛场上，志愿者和视障跑者通过悉心陪伴，相互成全。

在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程中，

你激励我，我回应你，去实现人生更

多的可能，这不正是人世间最美好

的相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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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

12月 10日至 16日，2023年中国游泳的收

官大戏——全国游泳锦标赛在山东济南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 28 支代表队的 537 名选手

参赛。首个比赛日中，备受关注的名将覃海

洋、张雨霏和李冰洁等人表现出色，纷纷获得

冠军。

点评：本次赛事是今年游泳项目国内级别

最高的专项赛事，也是 2024年多哈世锦赛选

拔赛和巴黎奥运会热身赛，竞争激烈程度可想

而知。明年的巴黎奥运会是中国泳军最重要

的目标，利用国内赛事进一步找出问题，磨练

实力非常必要。本次全锦赛的结果也对即将

展开的冬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分组

2024年美洲杯足球赛分组抽签近日正式

揭晓，卫冕冠军阿根廷遇上老对手智利，同组

还有秘鲁和加拿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的

胜者。巴西队则遭遇哥伦比亚、巴拉圭以及哥

斯达黎加/洪都拉斯之间的胜者。本届美洲杯

将于明年 6月 20日打响，决赛将于明年 7月 14
日举行。

点评：明年是奥运年，也是一个足球大年，

美洲杯和欧洲杯足球赛几乎将同期进行。近

年来随着欧洲足坛整体实力的提升，美洲杯的

关注度似乎有所下降。但随着美洲杯加入北

美甚至是亚洲强队，其竞争激烈程度也值得期

待。欧洲和南美足球的对抗，是世界足坛百年

来最受瞩目的主旋律。

落户

近日，国际举重联合会执委会在卡塔尔宣

布，中国宁波获得 2026年世界举重锦标赛举

办权。这是世界举重锦标赛继 1995年在广州

举办之后，时隔 28年再度落户中国。2026年

世界举重锦标赛是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

比赛的首场资格赛。与此同时，国际举联也确

定 2024、2025 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将分别在巴

林麦纳麦、挪威福德举办。

点评：2026 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共有 5 个

国家参与申办，竞争十分激烈。宁波之所以

能在角逐中获胜，得益于其在承办国际级举

重赛事上具备经验，例如在 2019年成功举办

了亚洲举重锦标赛。此外，宁波也曾培养出

举重奥运冠军石智勇等名将。主场作战，对

于中国举重队备战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大

有裨益。

入围

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近

日公布了 2023年度最佳裁判候选名单，中国

裁判马宁成功入选，与他一同入选的还有波

兰籍主裁判马奇尼亚克、英国名哨奥利弗等

知名裁判。马宁也是唯一入选此名单的亚洲

裁判。

点评：近几年来，马宁参与了包括卡塔尔

世界杯在内的多项国际大赛和焦点赛事的执

法工作。作为跻身此次评选的唯一亚洲裁

判，马宁的执法能力与水平无疑受到国际足

坛认可。近年来国内足坛的裁判执法屡遭诟

病，但中国裁判员不能妄自菲薄，认真学习高

水平裁判员经验，利用执裁机会稳步提升自

身能力，也是夯实中国足球整体基础的重要

组成部分。

（巴人辑）

▲图为新疆队球员阿不都沙拉木（右）在进攻。12 月 11
日，在CBA常规赛第15轮比赛中，新疆队主场以125比109战胜
福建队。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图为天津队球员詹姆斯（左）在比赛中上篮。12 月 11
日，在CBA常规赛第15轮比赛中，天津队主场以111比116不
敌广东队。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世界羽联揭晓各项年度最佳奖项
据新华社电（记者夏亮）世界羽联 11 日晚在杭州揭

晓了各项年度最佳奖项，韩国选手徐承宰、安洗莹分获年

度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队 7 人入围 3 个奖项，最终陈

清晨/贾一凡荣膺年度最佳组合，刘圣书/谭宁获得年度

最具潜力奖，蒋振邦/魏雅欣荣获年度进步最快奖。

2023 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将于 13 日至 17 日在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五个单项的分组抽签也在 11日

完成。

中国短道速滑选手刘少昂夺冠

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期间，在首都体
育馆内发售的“龙墩墩”毛绒玩具。

（本报记者 刘兵 摄）

““中盘中盘””激战激战

体 谈G

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全力冬训备战巴黎奥运
据新华社电（记者牛梦彤 林德韧）11日，国家步手枪

射击队在北京举行军训总结大会。以军训为新起点，队伍

正全力投入冬训，积蓄力量冲刺巴黎。

本次军训为期两周，当天的总结大会，多名近年来在

国际赛场斩获佳绩的运动员在列，其中包括在杭州亚运

会上表现抢眼的“00后”小将盛李豪和黄雨婷，以及大赛

经验丰富的名将李越宏、杨皓然。队员们身着军装，在雪

后不到零摄氏度的户外站姿笔挺、动作标准，以良好的精

神风貌完成了分列式汇报。

11月在韩国昌原举行的 2023年亚锦赛结束后，中国

队已经在步手枪项目上拿满了全部 16 个巴黎奥运会参

赛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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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赛季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第二阶段的比赛
战至 15 轮。这一阶段
的比赛将持续至明年 2
月 5 日，每队要打 29 场
比赛，赛程长、场次多，
将直接影响每支球队
冲击季后赛的形势。

近日，2023~2024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北
京站收官。刘少昂在男子1000米决赛中滑出1分23秒
696，摘得本站世界杯中国队唯一一枚金牌。图为刘少昂
（左二）在比赛中。根据安排，下一站的比赛将于 12月
15日~1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