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南海区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工作报告

佛山市南海区以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协调统一、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相结合为原则，不断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推进、

社会动员有力、群众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发展格局，推动全民健

身事业蓬勃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

一、基本情况

南海自秦设郡、隋置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六千年

文明光华的西樵山文化被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孕育出康有

为、詹天佑、黄飞鸿等一大批时贤俊杰，粤剧、南狮、桑基鱼塘

等岭南文化精粹均发端于此、兴盛于此。

南海地处广佛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腹地，面积 1071.55 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 366.72 万，辖 6 个镇、1 个街道、290 个村（社

区），共有 187 间中小学。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从“六个

轮子一起转”的南海模式，到全国土地改革试点地区、广东省唯

一的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敢为人先、改革创新已成为

南海城市特质，2021 年实现 GDP3560.89 亿元，连续 7 年蝉联全



国中小城市百强区第二，四度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作为中国龙狮之乡、中国龙舟运动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醒狮），南海传统武术、醒狮、龙舟历史悠久，有着雄厚

的群众基础，全区有武术醒狮队 2700 多支，武术馆 233 家，武

术人口已超过 6 万人，龙舟 1047 条（包括传统龙舟、五人龙舟、

标准龙舟等，其中大沥盐步传统龙舟已有约 600 年历史）。以佛

山市南海区运动员为主要班底的中国女子龙舟队在雅加达亚运

会获得一金一银，南海龙舟队代表广东在第十三、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共斩获 12 枚金牌，南海九江队代表国家在国际龙舟联合会

第十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斩获 4 金 2 银 2 铜。

南海区将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竞技体育、休闲体育创新融

合，成功举办了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获评 2016 中国体育旅游

十佳精品赛事）、定向世界杯决赛、西樵山国际超级马拉松（获

评亚洲体育行业大奖年度最佳大型赛事金奖）、CBSA 全国城市

（斯诺克）俱乐部联赛、欧洲高尔夫球挑战巡回赛等享誉海内外

的南海特色品牌赛事活动，促进了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南

海区于 2017 年成功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二、创建工作情况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全民健身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2016—2020 年）》《佛山市南海区体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2020）》《南海区文体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佛



山市南海区足球场地设施实施意见（2016-2020 年）》《佛山市

南海区绿道体育设施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并将群众体育

指标纳入工作考核，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区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和工作报告，从制度上为推动南海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有力指引

和政策保障。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区委区政府牵头，区发改、文化

体育（旅游）、教育、财政、卫生、工商等部门协同配合的全民

健身领导小组，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分工合理、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动员和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

合力

三是加大投入力度。区、镇（街道）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财

政预算，区级体彩公益金按不低于70%的比例用于全民健身事业，

鼓励社会对全民健身事业进行资助和捐赠。出台《佛山市南海区

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体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佛山市南海

区公共文体设施建设奖励资金的实施细则》《佛山市南海区参加

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及人才培养奖励办法》等扶持奖励办法，2016

—2019 年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奖励 2165 万元，

2017—2019 年扶持体育产业资金 1171.28 万元，有力促进全民

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协调发展。

（二）加快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建成 10 分钟高品质体

育健身圈

一是搭建区、镇（街道）、村（居）三级体育设施网络。



大力建设南海区体育中心
1
、全民健身体育公园、飞鸿馆等区

级高端体育设施，推进各镇（街道）“一馆两场”
2
和社区“一

馆三场”
3
建设，全区现有区级体育场馆 4 个，镇（街道）级

体育公园 8 个，1766 个村民小组分别配备至少一个篮球场、

一个综合文体室、10 件室外健身器材，实现村（居）公共体

育设施全覆盖。截至 2020 年底，南海区人口 366.72 万人，

体育场地面积 1008.18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面积 2.75 平方

米/人；全区足球场 332 个，篮球场 2872 个，排球场 54 个，

合计 3258 个，每万人拥有三大场地数为 8.88 个，完善的公

共体育设施为建成 10 分钟体育健身圈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

础。

二是实施社区体育公园全覆盖工程。我区连续多年将社

区体育公园建设列入政府民生实事，2020 年印发了《佛山市

南海区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利用城乡金角银边地、

桥下空间、滩涂地等空间建设社区体育公园，融入智能科技、

趣味潮玩、亲子互动等元素，满足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高品

质多样化健身需求。截至 2020 年底，共建设社区体育公园 115

个，总面积超 62.33 万平方米，全部全年免费对外开放，预

计 2022 年底实现 290 个村（居）全覆盖。

1 南海体育中心已于 2021年底进入试运营阶段，定位涵盖体育健身、体育产业、青少年体育发展多方面，根据 500
万人口及经济总量，建设体育场（2 万座席）、游泳馆（600 座席）、体育馆（1 万座席）、全民健身综合馆、南

海区业余体校、国民体质监测综合楼、、户外休闲体育设施等，占地面积约 60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8.9 万平

方米。
2 一馆两场：综合体育馆、足球场、游泳场。
3 一馆三场：简易篮球馆、羽毛球场、小型足球场、小型游泳场。



（三）加强全民健身指导服务，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

一是提高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水平。加强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镇（街道）社会体育服务站及村（居）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

点建设。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补助办法，开展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班，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在项目推广、活动组织、

业务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上岗率和服务水

平。不断扩大全民健身志愿者队伍，发挥优秀运动员、教练员、

学校教师、社区大学生等专业作用，指导群众科学健身、合理运

动。截至 2020 年底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8274 人，每千人拥有社

会体育指导员数量 2.26 名。

二是完善国民体质监测体系。在区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

指导站的基础上，建成 7 个镇（街道）国民体质测定点。每年开

展国民体质测试活动、开具运动处方，有效提高全民健身的针对

性和科学性，“十三五”期间对不同年龄层次约 6600 人次进行

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区群众体质稳步提升。建设国民体质

监测数据库，建立居民健康卡制度，逐步实现居民体质测试数据

与健康档案云服务。完善各级国民体质测试信息发布制度，每年

公布国民体质测试结果，并将其纳入社会统计指标体系。

三是开设线上健身大讲堂。在“南海文化云”、“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南海体育汇”短视频平台等，开设健身大讲堂，邀

请高水平健身教练，每月开展一期健身视频教学，推动科学指导

随身化，尤其在疫情期间有效指导群众居家科学健身，提高身体

素质，累计吸引约 400 万人次观看学习，使线上科学健身指导成



为新常态。

（四）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满足美好生活需求

一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发展健身跑、健步走、游

泳、广场舞、长跑、羽毛球、自行车、足球等群众基础好的运动

项目，积极培育攀岩、轮滑等时尚休闲运动项目，扶持推广武术、

龙舟、龙狮、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连续

多年举办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暨广东名山（西樵山）登山大赛、

50 公里徒步、南海区百村（居）男子甲乙级篮球赛、南海区冠

军足球锦标赛、新南海人自行车赛、新南海人羽毛球赛等全民参

与程度高的活动赛事，全区平均每年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3000

余场次。其中素有“南海 NBA”之称的南海区百村（居）男子甲

乙级篮球赛，每年吸引超 260 支参赛队伍、3000 名多运动员参

加，村（居）篮球队参赛率高达 93%，掀起全民健身运动高潮。

二是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发展。广泛深入开展“阳光体育”

青少年系列体育比赛和健身活动，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至少参

加 1 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办好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培养青少年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不断创

新适合老年人、残疾人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和方法，公共体育设

施为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便利和优惠。着力推动职

工体育事业发展，充分发挥行业体育协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

职工体育协会等各类组织的作用，为职工参与体育健身提供必要

的时间保障。实施《佛山市武术文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6



－2018 年）》，大力推进武术进校园，加强武术特色学校的创

建和完善工作。扎实推进足球进校园活动，办好区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不断扩大足球人口。

（五）全民健身激扬城市活力，促进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一是推动社会力量办体育。一方面，激发社会体育组织活力。

至 2020 年底，全区共有体育社团组织 168 个（含体育协会 121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47 个），较 2016 年增长 72.6%。鼓励体育

社会组织主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增强体育社会组织的自身

造血机能，加快体育社团实体化进程。鼓励、引导各单项体育协

会和行业体育协会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各项目特色体育健身活

动。另一方面，促进体育社会化。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原则，委托第三方通过市场运作充分开发第十届市

运会、第十一届区运会等品牌赛事资源，引导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共同参与，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通过“以奖代补”，

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社区体育公园等公共体育设施，最大限度地引

入增量资源，盘活存量资源，促进全民健身。

二是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完善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和

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让城市幸福底色更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更强，极大提升了南海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据统计，2020 年

底，南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比例约 45.84%，《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达标率 98.2%，中小学生优良率 48.64%，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 83 岁，高于广东省平均寿命 78.4 岁，达到了全民健身、



全民健康的目的。

三是彰显城市活力与文明风尚。南海大力建设体育强区，加

强全民健身与精神文明、卫生健康、社区服务、养老助残等相关

制度建设的统筹协调，引导群众养成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发挥体育健身的多元社会功能，在全区形成人人讲诚信、

守规则、重合作、争贡献、乐分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推动基层善

治。南海体育中心等大型场馆和社区体育公园等“小精美特”空

间，狮王争霸赛、西樵山超级马拉松、定向世界杯决赛等国际国

内品牌赛事，功夫、醒狮、龙舟等文化名片，彰显了南海城市活

力，塑造城市形象，营造了近悦远来的环境，集聚了人气，凝聚

了人心，为现代化活力新南海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

（六）创新“体育+”发展模式，推进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

融合发展

凭借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富有特色的体育活动品牌、扎实

的体育产业基础，南海区创新“体育+”发展模式，于 2017 年获

国家体育总局颁发“南海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称号。

一是创新体育产业发展机制。组织制定《关于加快文化旅游

体育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南海区文化旅游

体育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关于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

等一系列政策。区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

竞赛表演业、体育装备类、体育健身健康服务与培训类、体育场

地类等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产业发展。鼓励社会积极参与体

育产业投资建设，引导促进各类体育产业市场主体逐步向市场化

转型升级，促进体育休闲消费。2017 年-2020 年，社会资本投入

国际、国内各级体育活动赛事运营约 14853 万元。大力支持非政

府组织承办各级体育赛事活动和建设运动基地，吸引了众多社会

组织和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推进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形成社会

广泛参与的良好局面。充分利用赛事活动丰富、制造业配套完善

和市场需求量大的优势，出台利好扶持政策，大力支持体育用品

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培育出一批本土体育品牌企业。

三是锻造品牌赛事促进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依托扎实的群众

体育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体育项目优势，近年来积极主

办和承办各种高规格赛事活动，发展新兴体育产业项目，逐渐锻

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如定向世界杯、南粤古驿道定

向越野、西樵山国际超级马拉松、CBSA 全国城市（斯诺克）俱

乐部联赛、欧洲高尔夫球挑战巡回赛、英雄联盟全球冠军杯·邀

请赛等，促进体育、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并通过本土传统

文化与新兴产业的对接与碰撞，向全球宣传南海的城市形象和产

业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创新性人才和企业落户南海，从而推动

本土工业、科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例如定向世界杯在松塘古村、

西樵山景区等地举办，并融入武术文化元素；在各项大型赛事举

办期间，融入各种非遗活动，让国内外运动员能有机会感受岭南

文化，进一步认识中国，促进中外文体交流。



四是创新“体育+发展”模式。通过体育+旅游、体育+文化

创意、体育+科技等，不断挖掘本土体育资源，推动文商旅体创

融合发展。在注重保存岭南非遗文化的同时，在坚实的制造业基

础之上，大力推动智能制造、新能源、大数据、文创动漫、电子

竞技等新兴产业发展，让传统文化与新兴产业碰撞出新的火花。

投资超 20 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电竞文创中心”兴建，虎牙、

欢聚直播落户南海，积极承办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电竞赛事，

逐步形成“俱乐部+赛事，内容+直播，产业园+电竞专业场馆”

体系的电竞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西樵山景区获评“2016 中国

体育旅游精品景区”，西樵山狮王争霸赛获评“2016 中国体育

旅游十佳精品赛事”，独具南海特色的醒狮、武术、龙舟已成为

游客必选的参观体验项目，有力拉动休闲体育产业和旅游餐饮住

宿业消费。通过举办创意设计大赛等形式，开发出体现南海特色

的体育衍生产品——文翰樵山系列、南狮系列、西樵山马拉松系

列文化创意产品，实现批量生产并在南海各大旅游专卖店上架销

售，完善了上下游体育产业链。丰富的赛事活动催生出自主品牌

“纳德利龙舟”、已形成户外视频直播产业规模的本土品牌龙眼

传媒等，形成体育+科技网络的产业链。

（七）带动群众参与冰雪运动，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一是南海制造助力北京冬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上，南海

九江家具智能制造为冬奥会接待酒店提供定制家具，南海氢能产

业为冬奥会加氢站设备供应、加氢站建设运营等提供“绿色”助



力，“南海制造”成功“亮相”冬奥会，登上世界级运动赛事的

舞台。

二是南海青年助力冬奥服务。南海学子胡艺庭成为冬奥会宣

传片形象大使，向世界展示中国少年的卓越气质。南海石门中学

毕业生林子杰成为一名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

展现了南海青年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

三是鼓励冰雪场馆建设。南海鼓励滑冰场、冰雪互动等场馆

建设，融入光影技术、主题展览、户外影像等元素，吸引更多群

众关注、参与冰雪运动，激发冰雪热情。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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