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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江海区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工作报告

在上级体育部门的领导下，江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健

身体育工作，自觉将体育事业作为战略性、发展性、持续性工作

来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广东省全民健

身实施计划》等文件精神。江海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构建更高水平和高质量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均衡化、均等化发展，以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赛事活动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培育、科学健

身师资培养为重点，促进大湾区体育融合、青少年体教融合、体

育产业发展，全方位推进我区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基本形成具

有侨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十三五”全民健身工作超出广东

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

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

我区积极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的创建工作，具体

情况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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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

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需求，统筹全民健身场地建设，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同时以创建工作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发展活力、提

升人民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

二、创建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按照创建“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县（市、区）”工作的总体部署和任务要求，以满足社会体

育需求、全面提高人民健康素质为根本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高市民健康

水平和幸福指数，建成具有江海侨都特色、惠及全区人民、可持

续发展的体育发展新格局。

三、思路与举措

——统筹创建规划，强化组织领导能力。建立江门高新区（江

海区）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组织创建工作，形成齐

抓共管的组织保障机制。贯彻落实《江海区体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做好规划的评估确保全民健身工作落实。

——完善健身体系，提升市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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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体系的服务效能，提前达标“15 分钟健身圈”。到 2020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全区总人口的 45%以上，国民体

质监测合格率达 92%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5 平方米

以上（全市首位），体育社团总数达到 24个以上，千人拥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 5.7人。

——文体旅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推动体育、文化、

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加强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推进线上健身、云端赛事等全

民健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全社会参与、多项目覆盖、

多层级联动、贯穿节庆期间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

四、成效与经验

近年来，区政府以“体育惠民”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围绕加强体育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体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呈跨越

式飞跃。江海区下辖外海、礼乐、江南三个街道，区域面积 109

平方公里，35 个行政村，17 个社区，常住人口 27.5 万人，公共

体育场所总面积为 78402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85 平方米。至

今区内已有 5000 平方米的全民健身广场达 13 个，1000 平方米

的文体小广场 53 个，全区文体广场总数达 66 个，2017 年我区

率先在全市建成“15 分钟健身圈”，提早三年完成省的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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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全市首位。2020 年已共建江海区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

建成全市最大白水带体育公园、龙溪湖时尚运动中心、全省最大

广东乒协青少年训练基地、城央绿廊 20 公里环区碧道（已建成

70%），各街道篮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路径等设施实现

全覆盖，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场地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全区共有体

育协会（俱乐部）24 个，晨晚练点 100 处，三级及以上社会体

育指导员总数达到 1570人。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先后获得

国家体育节先进单位、广东省体育节先进单位，该局 2017年获

2013-2016年度国家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副局长被评为 2013-2016

年度国家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018年局长获 2014-2017年度广东

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称号，两名体育战线同志被评为广东省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 年组织区内两支民间卡丁车队，代表中

国赴马来西亚参加亚洲卡丁车耐力赛，分别获得多个分站赛冠

军、单圈最快优胜奖等名次，最后获得 2019亚洲卡丁耐力赛全

年度积分总亚军，为江门赛车创下第一个卡丁车出国赛的荣誉。

同时，我区体育硬件建设成果和品牌赛事节庆活动多次受央视、

省、地方媒体和学习强国播报。

（一）提高站位，强化保障，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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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

身和体育消费，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推

动新时期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制定了《江海区体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江海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经

区政府同意，建立由分管体育的区领导为召集人的江海区全民健

身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区 20多个部门领导组成，每年召

开一次全体会议研究扶持和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有关问题，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2018 年，国家体育总

局决定在全国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工作后，

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鉴于我区全民健身工作的突出成绩，

建议我区提交创建意向。区政府高度重视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完善相关创建材料。2019 年 4 月，区政府向江门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递交了创建意向表。

（二）科学规划，高质量发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排头

兵。

区政府秉承体育发展与城市整体建设协调发展的理念，结合

我区空间格局，将体育基础施设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通过改

造、提升等措施逐步融入体育功能。从 2018年开始沿江门河、

西江边建设总长约 20公里环区碧道（四道）的城央绿廊，高标

准打造一条集休闲运动、工业遗存、总部经济及观光于一体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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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滨休闲景观带。新建成 10万平方米的龙溪湖体育公园，配

套篮球馆、足球场、篮球场、绿色跑道、文体汇、健身路径等多

功能大型健身设施室内室外综合体。2019年建设全长约 1公里，

总占地面积约为 12万平方米的西江外滩生态体育湿地公园，结

合自然滨江美景综合体育配套打造优质“城市湿地体育公园”。因

地制宜在白水带风景区配套完善了白水带体育公园，新增 18个

标准灯光篮球场、7个足球场和 12个网球场，占地 2.5万平方米，

成为全市最大最好的体育公园。同时，配套我市十大精品工程之

一高品质无动力儿童体育公园。占地 162亩，分 A、B“梦”和“沙”

两个区域，为城市居民提供文化体育运动和亲近大自然的游憩场

所。2020 年，完成华南地区首屈一指江门首个全维度投资总额

5000 万元的龙溪湖时尚运动中心建设，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

包括极限运动区、传统运动区多个滑板场、泵道等青少年新兴时

尚运动场。8 月在演艺中心举行广东省乒乓球协会青少年培训中

心授牌仪式，江海区骁龙·双鱼乒乓球运动体验中心占地 1500

平方米，净挑空 9 米，球馆共设有国际乒联认证世界巡回赛专业

乒乓球桌 26 张，拥有承办省级水平的专业教练团队。

（三）文体旅融合，科学实施，“大群体”格局初步呈现。

区政府坚持把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抓手，将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主题健身活动作为提升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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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魅力和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推动“体育+”

和“+体育”，促进文化、体育、旅游大融合。举办了一系列高规

格、有规模、有水平、有影响的体育赛事活动。2018-2020年举

办江海区龙狮武术节。 突出“赛”、“展”、“演”、“游”四大特

色，登上了央视新闻直播间。举办“2018年江海区国庆风筝节”、

2019 年中国花式足球城市积分赛江海站、2019“体彩杯”汽车

自驾运动营地攻防箭大赛（广东·江海站) 、2019 年“广播电

视网络杯-我爱足球”广东省五人足球争霸赛省级赛事。龙狮文

化节、市民运动会、“体彩杯”趣味运动会已成为我区群众体育

三大品牌。2020 年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举办“体育+旅游”江

海区生态体育节充分发挥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职能整合优势，

还有政企足球赛、电竞赛、省武术展演考级、市跆拳道大赛、老

人年门球、残疾人活动、2000 多人国民体质监测等形式多样群

众喜闻乐见的比赛活动。

（四）科学指导，培养兴趣，青少年体育亮点纷呈。

我区立足青少年体育工作实际，贯彻落实“阳光体育活动一

小时”，免费体育特色进学校活动，让中小学成为发现和培养体

育后备人才的阵地。进一步支持学校优先发展校园足球、游泳、

篮球等中考项目，大力推动跆拳道、武术、体育舞蹈、网球、乒

乓球等项目进校园，持续联合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全区校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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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建设成效明显“一校一特色”已初步显现，通过坚持举办校园

足球赛（第八届）、校园篮球赛（第五届）、校园乒乓球赛（第三

届）、广场大明星、功夫少年、轮滑、体育特色进校园、夏（冬）

令营等免费培训，大力推动我区青少年体育发展及培养后备人

才。

（五）尊重规律，市场主导，体育产业发展取得新成绩。

2020 年，江海区全民健身经费投入 380 万元，彩票公益金

投入全民健身经费的数量和占比 100%，体育产业年度总额

3932.18 万元，本区 GDP249 亿元，江海区人口 27.82 万人，体

育产业年度总额 3932.18 万元，人均消费 141.34 元，对比 2019

体育产业年度总额 5128.85万元有所减幅。我区自 2013 年底承

接体育彩票业务管理工作以来，出台各种扶持奖励政策，调动各

方面资源和力量增加销售点。在区内文体广场设置一批体彩 LED

电子宣传牌，此做法得到市局的肯定和各市、区的借鉴。我局创

新体彩宣传方式，2018 年我区体育彩票销售从 2013 年的 1000

万增长到 2018年的 1.27亿元，突破亿元大关，排名全市第二，

取得长足进步。2020体育彩票销售达 3932.18万元。

五、存在问题

尽管我区体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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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体育场馆推进解决、设施供给与群众健身需求仍有差

距。江海区位于江门郊区位置历史原因，区域管辖面积小蓬江区

一桥相邻，至今与江门一中共建体育场馆协调开放，随着人民群

众对体育场地、设施的多元需求与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供给

不相适应，仍有差距。

二是“体育+”“+体育”产业融理念需进一步加强。体育与

其他产业融合不深，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特别是在“体医融合”

方面，全民健身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不够突出，体育产业尚未形

成对社会资本的强大吸引力等。

六、“十四五”工作方向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推动全民健身、提高竞技体育

水平为主线，以强化体育产业发展、加快体育设施建设为主要任

务，全面提升我区体育总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推进江海区实现全民健身体育设施合理布局，均衡发

展。优化区域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推进江海区健身场地设施增量、

提质建设。2025年，实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8.3%

以上，全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63平方米以上。

（二）构建以体育总会为枢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为主力，

单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为支撑，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服务

社会的作用。到 2025年，全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不少于 0.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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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全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 6.5名/千人。

（三）构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创新与传统赛事活动平

台，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结合“全民健身活动日”、“体育

节”，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体彩杯”全民轻健身

大讲堂、市民运动会全民参与活动；保持篮球、足球、乒乓球、

体育舞蹈等传统项目；推广“五一武术节”、“生态体育节”“十

一龙狮文化节”等时尚文旅体品牌活动。到 2025年，《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93.9%

（四）联合教育局共同制定社会体育协会俱乐部进校园的准

入标准，落实“双减”政策，为学生提供高质专业的体育服务。

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育锻炼联动机制，降

低青少年近视率和网游依赖。定期开展学校体质健康抽测，实现

2022年青少年体质测试优良率 50%以上、2025年体质测试优良

率 55%以上。

（五）发挥华侨华人优势，推进江港澳和深江交流合作。加

强与澳门、香港和深圳项目交流，利用优势领域，邀请港澳深社

会体育组织和运动爱好者开展商务活动和传统体育赛事，通过江

港澳深四地在体育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加快形成优势聚集、高质

量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到 2025年，开展江港澳深体育交流

合作项目 1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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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