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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逻辑旨归、
时代意蕴与实践引领

陈丛刊，王思贝

（西南财经大学 体育与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成都 61113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推

动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研究认为，思想的引领力和创造力是重要论述生成的

理论逻辑，对人民健康的不懈追求是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重要论述生成的

现实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彰显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导向，诠释了“人民健康至上”的价值定位。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为实践引领，需要加强党的

领导，为迈向全民健身新征程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紧紧联结民心，为开启全民健身新实践奠定广泛群众基础；发挥制

度优势，为实现全民健身新发展贡献坚实制度力量；深化融合发展，为打造全民健身新格局搭建协同治理平台；提升

创新能力，为探索全民健身新形式拓展多元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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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是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前端要地，是

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体育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

要载体。作为全民健身的践行者、宣传者、推动者，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多次在不

同场合强调全民健身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构筑民族强健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推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全民健身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

升全民健身治理能力、以大型赛事筹办为契机推动全民

健身发展、重点关注青少年人群的全民健身等领域发表

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做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

和行动指南。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体育重要论述的内涵，充分体现在全民健身领域改革的

深度、广度和力度之中，成为新时代引领全民健身工作的

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民健身

工作的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作出了战略部署，将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

实力等方面彰显出的巨大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升至新

的历史高度，夯实了全民健身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推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中的基础地位。全面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逻辑旨归，阐发其时代意蕴，突出

其实践引领，对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逻辑旨归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

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 等，2012）。伟大的理论总是背靠

实践、源于时代、立足国家，以精深思想和远见卓识引领

实践、表征时代、服务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对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的系统思考，在中国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非凡的理论价值。对这一问题的

深入研究需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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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

其思想源起和精神实质。

1.1 理论之源：思想的引领力和创造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

理论的诞生总是源于鲜活的实践样本。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极强的理论气度、理论视

野和理论成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

会主义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观点，实

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跃升，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纲领、旗帜和灵

魂，为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行动指南。纵览其

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作为新

思想的重要内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工作

重要论述的理论源头。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所在、

价值之所在、使命之所在、重任之所在，也是贯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主线。全民健身是

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也

是开启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和关键举措。“没有全民

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民健

身工作、亲自谋划全民健身事业，深刻体现了对人民健康

生活、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殷切关怀。他指出，全民健

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

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民

健身活动，号召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增进人民体质健康、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中的优势，高度体现了坚持发展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立

场，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初心，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体育事业发

展、推动全民健身工作的生动实践，为深度改革中的全民

健身事业锚定了前进航向，展现出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

和无比强大的引领力量。

1.2 历史之维：对人民健康的不懈追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逻辑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是群众健

身活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广全民健

身活动。1984 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策划

组织过全县运动会，包括田径、体操、舞蹈等项目，吸引了

1 300 多人参加。他认为，我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

老百姓“钱袋子”要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要丰富起来，身

体也要健康起来，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搞全民运动会这件

事情意义重大。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他早 6∶00 便去视察

闽江边的“全民健身路径”，关心群众晨练情况。1999 年

10 月，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时

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

答应，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

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朱韶明，2020）。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他把全民健康作为

基础工程，把发展群众体育作为整个体育工作的重中之

重（曹卫东 等，2021）。在上海市工作期间，他阐述上海城

市精神，将全民健身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习近平

始终将发展体育运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幸福工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尽心竭力全面

保障人民健康。回头审视，这些立足于人民健康的全方

位思考和实践产生的影响深入持久。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史新高度，谋

划部署全民健身工作，推动实现全民健康。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体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政策相继出台，《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工作有序推进，厚植了通过全民健身

促进全民健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健康中国的

扎实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生

幸福快乐，强身健体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

健身的重要论述，是总书记个人身体力行的深切体会，是

着眼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深邃思考，展现

出理论的大逻辑、实践的大视野、发展的大趋势，成为支

撑全民健身迈上新台阶、促进全民健康达到新高度、推动

全面小康进入新阶段的时代宣言。

1.3 现实之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逻辑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重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并发表重要讲话，

首次提出“中国梦”，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

梦”的具体目标可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成为激荡在中国人民心中的

高昂主旋律。民族复兴需要有国民坚实的健康基础，国

家富强需要良好的国民健康状况作保证。健康是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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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

现国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是建设

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衡定指标，更是人民过上幸福美好

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亲自谋划全民健身和健康中

国工作，他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

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习近

平总书记对全民健身的系列论述，清晰勾画出“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全面小康-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关联，明确了全民健身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

和国家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制定

实施“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互动融合、优势叠加，推动达成了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对全民健身的深刻

论述，为新发展阶段开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形

成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开

启体育成为民族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科

学指引和不竭动力源泉，将指引中国共产党兑现对全体

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和神圣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时代意蕴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

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坚持“人民至上”，

是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实现强起来

的根本之道。全民健身是党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饱含对人民的

深情厚意，满怀至深至切的爱民之情，关乎百姓健康、连

系万千民心，彰显了一个大国领袖坚守为人民谋幸福初

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和坚持人民健康至上的责任

担当与为民情怀，为指导和推动全民健身实践创立了光

辉典范。

2.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彰显了“为人民

谋幸福”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个走过百年风

雨的大党，无论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建设面临

迷茫之时，还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刻也没有动摇过追求人民幸福的

强大信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通过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以

实现为民谋福的坚实脚步。从 1917 年毛泽东同志在《体

育之研究》中提出“强身救国”的体育思想，到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

活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坚实的身体素质基

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是关系到 6 亿人民健康

的大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工作方针的

确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

运动的通知》，持续滚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惠

民事业。构建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纳入新时

代社会发展的框架，“人民生活幸福”始终是体育事业改

革发展中最为耀眼、最为鲜亮、最为夺目的“主题词”（陈

丛刊 等，2021）。基于这样的历史根基和时代背景，随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和人民对健康生活、美

好生活追求的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将全民健身的重大意义和深厚意涵在与党

领导全民健身事业奋进史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中上升

至崭新高度，将我们党百年来带领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

执着信念和坚定行动进一步付诸全民健身实践，号召以

“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的方式推动“为人民谋幸

福”的价值理念在全民健身新的发展起点上迸发全新活

力、开创全新实践，在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的接续

奋斗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朝

着实现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阔步前进。

2.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

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以

贯之的根本立场。强党之源，源于民心。党来自人民、扎

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

旨，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才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根本所在（张占斌 等，2021）。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百年发展中，在人民之维实

现了由“当牛作马”到“当家作主”再到“美好生活”的主体

转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

的宝贵历史经验（胡庆山 等，2021）。进入新时代，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工作导向，坚持体育发展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推动体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民，在更高

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历

史发展的推动者，人民永远是体育发展的价值主体，习近

平总书记将对全民健身事业的殷殷嘱托有机融入治国理

政的崭新理念、整体思路和深刻实践之中，彰显了人民作

为体育发展主体的价值地位（杨桦，2019）。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突出全民健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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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覆盖面和普惠性，提出全民健身重在“全民”，彰

显了对人民的博大情怀，蕴含着深厚的人本特质，是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生动实践，诠释了体育发展中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王广义 等，2021）。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把握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大逻辑、大纵深、大

创新，既视野宏大又细致入微，既突出重点又覆盖全面，

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以人民群

众的健身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是否通过全

民健身增强体质、收获健康、享受幸福，作为全民健身工

作的最终评判依据，体现了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

标准。

2.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诠释了“人民健

康至上”的价值定位

健康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幸福生活的第一

要义。改善人民健康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繁

荣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践行党

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将人民健康紧系心间，大力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围绕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全民健身与健康

中国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

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长期规划，注

重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由“治已病”

向“治未病”的深刻转变。从“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

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到“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

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从《全民

健身计划（2016—2020 年）》中将全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

小康的重要内涵，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确定了

健康中国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

到《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出体教融合、体卫

融合、体旅融合等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路径，再到《“十四

五”体育发展规划》要求完善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的协同联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视人民健康事业

高于一切，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亲自勾连两

大战略之间的紧密关系，时刻表达对“以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健康利益为最高标准”的郑

重宣言。“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全民健身事业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精准布局和统筹推进下蒸蒸日上，不断汇

入丰富的养分和深厚的动力，全民健身映照全民健康的

宏伟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焕

发出无与伦比的耀眼光辉。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实践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直接关系着全

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格局，密切关联着体育强

国建设的远景目标，深刻影响着体育成为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的历史进程，展现出跨越时空的

真理魅力，成为党在新时代引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总

方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总蓝图，谋划全民健身工作的

总坐标。立足时代基础、把握时代大势、回答时代之问，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体悟和深谋远虑转化为推动全民

健身再启新航程的实践伟力，为全民健身事业持久焕发

强大生机活力提供扬帆破浪的领航导向。

3.1 加强党的领导，为迈向全民健身新征程提供根本政治

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毫不动摇坚持

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体育

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拓创新，回答好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时代之问，把坚持党对全民健

身事业的领导作为新时代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定海

神针”。

3.1.1 始终坚持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

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把党的建设摆在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的首位，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全民健身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领导，是全民健身工作的“根”和“魂”。

坚定党中央在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的统领地位，加

强地方党委协同联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能力，完

善党委领导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深化各级人民政府全

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科学配置党政部门权责范

围，完善全民健身统管部门的各级汇报制度，形成上下贯

通、各司其职、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加快健全基层体育

社会组织的党组织建设网络，确保党建工作全面覆盖、深

度融入、充分引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实现基层党建

为全民健身组织发展赋能增效。例如，上海市青浦区共

有 67 家体育社会组织，其中 21 家社团，46 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均建立了党组织（上海基层党建网，2019）；山东省寿

光市体育行业建立了 24 个党支部，选派了 7 名党建指导

员，实现了当地单项体育协会党组织全覆盖（寿光市人民

政府，2020），有力夯实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

的根基。

3.1.2 推动高质量党建引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的重要要求，也是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和保障。将党的政治建设贯穿全民健身工作全方位全

过程，对确保党对全民健身事业集中统一领导的落实落

地，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性赛事中充分彰显党

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具有重大作用。高质量地抓

好党的思想建设，坚定党在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人民健

康、实现幸福生活中的理想信念，用党的先进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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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指导全民健身健康发展、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

量的党的组织建设是打造服务于全民健身事业高素质干

部队伍的决定因素，需要选对人、用能人、留住人，坚持选

拔热爱全民健身事业的干部，充分发挥广大全民健身人才

的战略支撑作用。作风建设是高质量党建永恒的主题，在

全民健身事业中充分发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优良作

风，凝聚人民群众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的智慧力

量，营造和维护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生态，增强

人民群众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底气、信心和动力。

3.1.3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中的作用

“我们的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基层是第一线，也

是前线，也是火线”（何毅亭，2021）。全民健身事业关键

在基层、落点在基层、重心在基层。倾力打造服务型基层

党组织，做好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全民健身组织配套

工作，全面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打通全民健身“最

后一公里”，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全民健身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中组部数据显示，全国 8 942 个城市街道、3.3 万个乡

镇、11 万个社区等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均超 99.9%。在

应建尽建的基础上持续发力，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突出基

层党组织凝聚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重要作用，培

养具备扎实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基础的基层党员，面向

“一线”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

例如，江苏省泰州市首创了“党建＋全民健身”新模式，主

城区设有 36 家“体育为民驿站”，免费为市民提供健身指

导、健康监测等服务，并在其中 6 家旗舰站建立了流动党

小组，真正实现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耕耘全民健身工作、

宣传全民健身声音和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定力（江苏省

体育局，2021）。

3.2 紧紧联结民心，为开启全民健身新实践奠定广泛群众

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刘国

永，2018）。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践行了体育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和生活质量的基本目标（国家体育总局，2021b）。需要持

续发挥全民健身赋予人民强健体魄、幸福生活的重要内

涵，办好集“公民本位、全面均衡、贯通发展、科技驱动、人

民检验”为一体的人民满意的体育（鲍明晓，2019），铺就

一条造福 14 亿中国人民的健康之路，回答好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

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人民之问。

3.2.1 一切依靠人民，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问计于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有活动

的根本出发点，必须深刻熔铸于依靠人民发展全民健身

的事业之中。问计于民，方能更好得计于民、服务于民。

人民群众是全民健身最直接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全民健身中的创新精神，积极调动

人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了解

人民之需，凝聚人民之智，汇集人民之力，深刻体现全民

健身长远之治。将人民群众关心和期盼的现实问题作为

全民健身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体现人民体育意志、保障人

民体育权利。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体育社会组

织数量由 2012 年的 23 550 个增长至 53 750 个，增幅达到

128%，是同期全国社会组织平均增幅的 2 倍；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超过 4 亿，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彩（郑

家鲲，2021）。站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新的起点上，从科

学健身、智慧健身、融合健身等领域着力，下大气力把涉

及全民健身组织、场地、活动、赛事、经费等群众普遍关

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健身需求的热切向往和热烈期盼。

3.2.2 不断造福人民，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服务为民”

多谋惠民之策、善办利民之事、多尽为民之责是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的“立身之本”。通过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

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

开展，在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健身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 260 万人，每千人拥有 1.86 名，预计到 2025 年每

千人将拥有 2.16 名，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提供

科学指导（林剑，2021）。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织密更加科学的国民体质监测网络，使人

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15 分钟健身

圈”和乡村居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大众

化、生活化、日常化，破解群众健身内在意愿不强、外部条

件不足等问题，到 2025 年达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

比例为 38.5%（新华社，2021）。重点关注老年人、职业群

体、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健身需求，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特

点，建设解民忧、聚民心的体育民生工程。例如，2020 年

北京市海淀区建设了 42 块专项活动场地，顺义区配套修

建了 8 片老年门球活动场地，更有针对性地综合施策，保

障不同人群健身权益（北京市体育局，2021）。

3.2.3 牢牢根植人民，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与民同心”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

本宗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

初心和使命紧紧相扣、环环相应。“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深刻体现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

联系和鱼水关系，深切表达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

融的真挚情怀。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将

全民健身事业厚植民心，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发展全民

健身事业、同心同力共绘全民健身蓝图。进一步激发群

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热情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内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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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提高全民健身服务

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可及性，力争在 2022 年实现城乡居民

体质健康测试合格以上人数超过 90.86%（中国政府网，

2019）。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比作“同心

圆”，在全民健身事业的整体发展中，画好党同人民群众

的“最大同心圆”，找到人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意愿的“最

大公约数”，筑牢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同心共

筑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磅礴伟力。

3.3 发挥制度优势，为实现全民健身新发展贡献坚实制度

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提供了根本保障，也是创造“中

国体育之治”的核心密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

展，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持续彰显制度

优势之于全民健身的重大作用，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聚焦增强人民

体质，健全促进全民健身制度性举措”的实践之问。

3.3.1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集中力量办大

事，是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在全民健身

工作持续取得的卓越成就中彰显出锐不可当的独特优

势。进一步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经验、凝聚中国智

慧，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韩庆祥，2021）。突出

“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彰显广阔疆域国土、大型人口

体量、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文化底蕴的规模优势，实现举

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全民健

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谢宜泽 等，2021）。高效协调、通盘

考虑、循序推进全民健身资源配置，集中保障全民健身发

展的人员、场地、资金、技术等基础条件，建立全民健身对

口支援和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满足不同地域人群多样化

健身需求，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补齐全民健身

供给短板，强化全民健身价值优势，举全国之力解决全民

健身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既统筹兼

顾，又各有侧重，构建集“网络化、均等化、个性化”为一体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3.2 彰显全面依法治体的法治优势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

面，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推动全民健身健康发展的基石。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 1 部法律、7 部行政法规、30 件中央

和国务院文件为支撑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体育领域规

范化、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李金霞，2020）。要全面贯彻

全民健身法治理念，加快全民健身重点领域综合法规政

策的废改立释工作，补充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中涉及全民健身的重点内容，贯彻执行《全民健身条例》，

全面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体育发

展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关于加强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等政策法规。持

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和实施办法，明确界定全民健身相

关主体的责任范围、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进一步以政

策法规的形式将全民健身工作提升至各级政府工作的优

先地位，规范“三纳入”工作标准，强化不同系统、不同部

门、不同层级间的协调配合能力。截至 2018 年，全国 90%

的省（区、市）、78% 的地市构建完成了全民健身领导协调

机制（陈丛刊，2020），有效实现了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此外，健全政策法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弥补全

民健身政策法规实施中的缺陷和不足，向打造更高质量

的全民健身法治平台蹄疾步稳地迈出新步伐。

3.3.3 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优势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能够

为体育文化持续繁荣、中华体育精神深入人心提供强烈的

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壮大铸造坚不

可摧的精神支柱。在全民健身工作中坚定文化自信、展现

文化自觉，通过“六进”和“六有”等形式广泛宣传全民健

身工作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意义，深化人民群众对

全民健身的认识，营造社会公众关心、支持、参与全民健

身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卢文云 等，2018）。大力推广武

术、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弘扬其健康养生的

文化内核。强化“主动健康”的健身理念，普及科学健身

的知识和方法，尤其是培养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自

觉意识。2019 年全国举办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3 591 个，

近 86 万青少年参与其中，共享“快乐体育、健康体育”文化

氛围，夯实了“以文化人”“以体育人”的思想根基（丰佳

佳，2020）。以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杭州亚运会等

重大赛事为契机提升全民健身意识，在“全民健身与奥运

同行”“大众冰雪季”“我要上全运”等活动中大力弘扬全

民健身文化，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文化的战略地位。

3.4 深化融合发展，为打造全民健身新格局搭建协同治理

平台

发展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融合发展是社会发展重

要规律之一。全民健身事业的推进需要牢固树立“大体

育”发展观，紧密融入国家各项战略的总体布局，深入谋

划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全面擘画体育融合发展新蓝图，

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等发展之问。

3.4.1 将全民健身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建设相关领域

坚持体育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是我国体育发

展的基本经验和根本要求。新时代要将体育发展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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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丛刊，等：习近平关于全民健身重要论述的逻辑旨归、时代意蕴与实践引领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和

推进，深入挖掘全民健身的综合价值，更加明确全民健身

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紧密联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要求，统筹全民健身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

径，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行动，做大做强“全民健身＋

旅游”“全民健身＋休闲”“全民健身＋康养”等产业（刘扶

民，2019）。特别要发挥好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的作

用，带动乡村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农体旅融合”发展

新方向，建设集农业观光、生态休闲、亲子娱乐为一体的

生态田园度假休闲综合体。例如，革命老区河南新县大

力发展“全民健身＋全域旅游”，2019 年第三产业占全县

GDP 比重 45.2%，占财政收入比重超 30%，有效夯实了全

民健身在增收创效中的重要地位（丰佳佳，2021）。持续

加大政策投入力度，破除全民健身融合发展中的行业壁

垒，加快建设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实现跨领域、跨行业、跨

部门全民健身协同合作治理，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更加全

面地造福社会、服务社区、惠及群众。截至 2019 年底，崇

礼冰雪运动发展带动当地近 2 000 人就业，占全部员工人

数 90% 以上，每 5 人就有 1 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马邦杰，

2021），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通过全民健身带动健康关

口前移，促进“运动是良医”理念深入人心，开启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推动全民健身成为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的助推器。

3.4.2 将全民健身发展纳入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布局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重在“全民”、要在“广

泛”。中国具有超大幅员国土面积，实施全民健身的基础

条件存在较大差异。重点发挥好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着力加强长三角、

粤港澳、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一体化全民健身协同治理

的顶层设计，明确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和路径，实现各区域

间全民健身工作互动常态化、多样化、稳定化，打造全民

健身资源配置互利、项目设施共建、人才交流互通、比赛

活动共享的高层次区域共同体。“十三五”期间，中部地区

群众体育人均事业经费仅为 13.49 元，远低于东部地区的

45.39 元（史小强 等，2021）。通过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

挥特有优势，以面向民生、服务民生为导向积极构建全民

健身协同发展关系，弥合东、中、西和东北部全民健身发

展差距。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0.99 亿

平方米，但村委会体育场地面积为 5.85 亿平方米，仅占总

面积的 18.88%（国家体育总局，2021a）。需要加快推进全

民健身城乡一体化发展，合理统筹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老少边穷岛地区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坚持城乡协同实施“六个身边”工程，在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上开创全民健身工作新局面。

3.4.3 将全民健身发展列入体育领域协调发展规划

全民健身与体育领域各项事业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

虽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通过发展竞技体育强化对全

民健身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陕西省自筹办第十四届全运会以来，开工建设 710 多个群

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工程，在全省确定全运惠民示范工程

40 个、重点工程 46 个，让全民健身走在前列、落在实处

（梁少飞，2021）。多角度施力促进小众运动大众化、竞技

运动普及化、传统运动现代化，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教

练员的明星带动效应，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新形式有效拉

近竞技体育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按照“四大办奥”理念要

求，不仅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打造成为竞技体育盛

宴，还能“雕琢”成为全民健身的精品工程，为人民健康提

供长远福祉。当前，我国人均 GDP 已步入 1～3 万美元的

发展阶段，按照体育发达国家的评价，群众的健身消费需

求将呈“井喷式”增长。通过全面构建现代体育产业发展

体系，完善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间的供需链条，促进体育

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匠心精神成就

体育产业，将体育产业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惠

及全民健身的点点滴滴。持续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充分

释放全民健身消费潜力，将体育产业发展成为更具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的幸福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元健身消费需求。

3.5 提升创新能力，为探索全民健身新形式拓展多元实现

路径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

新”，历史和现实充分印证了“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深刻

道理。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要更加坚定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奋力推进全民健身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提

升全民健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的创新之问。

3.5.1 实现理念创新，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

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新理念引领新实践，新发展理念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也是促进全民健身事

业行稳致远的“红绿灯”。创新是全民健身发展的第一动

力，深化改革创新能够为不断开创全民健身事业新局面

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清泉”。协调是全民健身事业的内

生特点，统筹兼顾地区间、项目间、人群间全民健身发展

水平，让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成为全民健身的“主基调”。

绿色是全民健身发展的普遍形态，依托各地特色资源，打

好全民健身绿色生态牌，开展“一地一品”的生态体育全

民健身活动。将“绿色”高置于北京冬奥会“办奥理念”之

首，通过办一届“绿色”奥运会，辐射全民健身“绿色”发

展。开放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立足本土、

面向世界，通过全民健身助推国之交、民相亲，谱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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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体育交流互鉴新篇章，助力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共享是全民健

身发展的根本目的，应始终坚持全民健身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赋予人民群众充分享有体育健

身的权利，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3.5.2 推进体制创新，优化全民健身发展方式

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三者间更

精准的角色定位，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打造“有为

政府”，总体规划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脉象，深化体育行

政部门“放管服”改革，明确各级政府在推动全民健身工

作体系中的职责边界，高位谋划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支撑、经费保障等工作，多措并举做好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的兜底工作。培育“有效市场”，激发市场发展潜能，

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充分吸纳企业资本进入全民健身领

域，推动全民健身资源市场化，发挥好全民健身品牌价

值和市场效应，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譬

如，2020 年四川省拥有 17 家社会冰雪场地，全年参与人次

150 余万，直接带动经济效益超 3 亿元（车晓，2020）。营造

“有机社会”，释放社会参与全民健身的活力，鼓励体育社

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主办的“全民健身活力中国”系列赛事，在 2019—

2020 年开展了 60 余个项目、400 余场全民健身活动赛事，

参与人数超 150 万（国家体育总局，2020）。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满足了疫情期间人们的健身需求，不断

探索健身活动为群众带去健康、快乐和幸福的全新实践。

3.5.3 加快科技创新，提升全民健身智慧化水平

加大互联网技术与全民健身的融合力度，提升全民健

身智能服务水平，通过优质健身 App 提供更加专业的健

身课程，促进居家健身常态化、便捷化、个性化。2020 年

疫情期间，“在家健身”全民挑战赛和全民健身视频赛总

曝光量达 29 亿次，参与作品数 14.4 万件，全民健身的科技

感、参与度大大增强（苟仲文，2020）。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科技手段搭建全民健身供需平台，有效反馈居民健

身需求，做到科学响应、供需平衡、互联互通，不断完善全

民健身体质数据监测系统，形成更具深度的“信息-技术”

链接。改善全民健身硬件设施，提高体育场馆的信息化

服务水平，打造居民身边触手可及的智能场馆、智慧步

道、共享健身仓等，依托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全

民健身运动码”，实现智能健身品的迭代升级。增强全民

健身智慧化领域高精尖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例如，山

东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获得国内外专利 1 000 余项、100 多

项产品通过国际单项协会认证，为开拓全民健身市场，助

力全民健康事业发展探索了有益经验（陈晨，2019）。通

过久久为功的创新韧劲，培养科学运动健身装备、智能可

穿戴运动设备、个人体质监测器材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增强主动健康科技服务能力，把科技赋能的全民健身新

兴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4 结语

全民健身，关乎健康生活，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

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高度，阐释全民健身内涵、谋定全民健身发展，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铺设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民健身之路”。

从萤火之光到锃亮明光，从星星之火到万家灯火，全民健

身作为提高人民体质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

要素，为人民通向健康生活、美好生活铺桥架路，不断焕

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抚今追昔，斗转星移。中国

已经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

史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由“艰难曲折”“千

回百转”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新时代全民健身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

的重要论述来自实践，又引领实践、指导实践、创造实践，

闪耀着理论光辉、充满着思想魅力，推动全民健身从谋篇

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雕细琢的“工笔画”，为新发展阶

段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聚焦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提供

了强大的行动指南，为加快推动全民健身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开辟了光明前景，必将引领全体

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谱写全民健身事业更加

壮丽辉煌的宏伟篇章，将全民健身事业的贡献永远铭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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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Orientation，Times Value and Practical Lead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Discourses on National Fitness

CHEN Congkan，WANG Sibei

Center of Sports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national fitness provides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widely initiating national
fitness for general public,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and sports power, and making sports as a landmark cau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eading power and creativity of thought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important discourses; th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f people’s health i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important discourses;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important discours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national fitness demonstrates the value pursuit of “seek happiness for people”,
embodies the value goal of “people-centered”, and interprets the value positioning of “people’s health firs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national fitness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moti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provide a strong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opening up a new journey of national fitness; closely connect the
people’s hearts to lay a broad mass foundation for launching new practices in national fitness; give full play to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new development; deepe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latform for creating national fitness new pattern; enhanc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o explore the new form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expand multiple realization paths.
Keywords: XI Jinping; national fitness; important discourses; logic orientation; times value; practical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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