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率团参加七城会，郑州市代表团金牌奖牌数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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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十载拼搏谋发展
十载奋斗铸辉煌

——郑州体育10年回眸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张家富 徐晨革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当今
体育已超越运动和竞技的层
面，不仅提升着国民素质、人文
素质，更支撑着民族的精神、国
家的脊梁，体现着国家软实力。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体育
是民生，体育是形象，体育是品
位，更是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
知名度的重要标志。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郑州
体育人十年奋斗、十年发展，
在提升郑州城市形象和城市
品位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功绩。同时也取得了上级的
认可和肯定，曾多次被国家
体育总局、人事部授予“全国
体育系统先进单位”称号，副
市长刘东（原郑州市体育局局
长）还光荣地受到胡锦涛总书
记的亲切接见。

回眸十年，弹指一挥间，但
那波澜壮阔的体育赛事却历历
在目，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时间穿越回2003年春，郑州。
如何进一步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落实好？这个问题摆在

了郑州体育人面前。他们在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得出结论：
有活动就会有拉动。以体育活动为载体，就能够牵引全民健身。

活动需要时间。他们几经探索找到了突破口——“假日体
育”。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工作日，又能让老百姓健身欢度假日，
深受人们喜爱，众人踊跃参与。

从2003年新年伊始，这种“假日体育”已成定律，雷打不动，经
久不衰。每年元旦，绿城广场上，必会上演万人长跑的大戏。每年
春节，“体育拜大年，武术贺新春”等系列迎新春全民健身活动，办
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五一、十一期间，各种比赛活动从未间
断。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假日精神文化生活，又增强了体育的吸引
力和凝聚力。

以赛事促健身，更是郑州体育人的拿手好戏。开展“五个百
万人群”健身活动，先后成功举办“市民自己的运动会”——郑州
市运动会、郑州市县（市）区领导干部运动会、首届农民运动会、郑
州市直属机关运动会、百万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等数届赛事，
形成了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月月有高潮、全年不断线的健身
氛围。

以迎奥运为契机抓健身，是郑州体育人的又一得意之作。北
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他们大力开展“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省会郑
州市万人健步走活动、奥运宣传“千村万里行”活动和以“点燃激
情、传递梦想”为口号的火炬传递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热情
和奥运激情空前高涨。
全民健身，离不开体育总会和各单项协会、俱乐部。目前全市共
建立市级体育协会11个，体育社团2个，县（市、区）级体育协会88
个，社区体育俱乐部 2 个。这些协会和俱乐部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使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体育爱好者们，时时享受
着多元化的体育盛宴。

建立国民体质测定网络，倡导健身科学化。2011年，投入100
多万元采购了15套国民体质测定器材，在各县（市、区）建立了15
个方便群众参与的“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并专门印制书
籍，进行理论、技能培训，为监测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打下了基
础。如今，登封市、郑东新区已对国民体质监测站进行了挂牌，郑
东新区还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场所、经费及人员。

健全群众体育组织，引领全民健身有序发展。2011年举办二
级社体指导员培训班7个，发展二级社体指导员650名，并推荐50
名二级社体指导员参加了省局一级培训班，目前已注册社体指导
员5280名。在社区、公园、体育场所、空地等建有众多社会体育辅
导站（点），并对全市704个健身辅导站点（晨晚练辅导站、点）进行
了注册登记，形成了健身辅导网络。

“我锻炼，我健康，我快乐！”已成为全民健身的共识。市体育
局连续多年获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活动周优秀组织奖、全国群
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提起邓亚萍，河南人自豪，郑州人更
骄傲。她是郑州市体育局向上级输送的
世界级顶尖人才。继乒乓奇才邓亚萍之
后，绿茵女将范运杰、网球之星孙甜甜、
举重健将李雪英、游泳冠军李昀琦、散打
之王陈彦召等一大批体育明星冉冉升
起，璀灿夺目耀体坛。

谈起这些体育明星，郑州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庆山如数家珍。历史
永远不会忘记，郑州体育人曾经取得的
那些骄人的战绩。

奥运会上有冠军。2004年在希腊雅
典奥运会网球女双决赛中，我市运动员
孙甜甜与队友合作，获得该项目冠军，实
现了中国网球运动的历史性突破。河南
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分别发

去贺电。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我市
运动员张帅可喜获散打冠军。在希腊雅
典残奥会上，我市朱宏艳、任桂香、张岩
等3名选手共获得7枚金牌。

世界杯上能摘金。2009年在加拿大
多伦多世界武术锦标赛上，陈彦召获散
打 90公斤以上级冠军，马岚获女子长拳
冠军。同年 11月，在韩国高阳世界举重
锦标赛上，李雪英在女子 58公斤级决赛
中，囊括全部 3 枚金牌。我市运动员的
出色表现，被称作“竞技体育的郑州现
象”。2011年在日本东京女排世界杯上，
以我市运动员杨君青为主力的中国女排
获得了第三名。

亚运会上捷报传。2006年多哈亚运
会上，我市射击运动员王楠、张冰，游泳

运动员王丹，网球运动员孙甜甜等 4 人
参加，共获得 3枚金牌，占全省所获金牌
的50%。郑州籍乒乓球运动员帖亚娜代
表中国香港参赛，获得两枚银牌。2010
年在广州亚运会上，河南省运动员共获
得9枚金牌，其中郑州市获得7枚，分别
为：李昀琦获男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
金牌，李雪英获女子举重 58 公斤级金
牌，李新杰获男子散打 56 公斤级金牌，
郭耘菲获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金牌，以
张国龙为主力队员的中国女子龙舟队
包揽了 1000 米直道竞速、500 米直道竞
速、250米直道竞速等龙舟女子项目3枚
金牌。

全国大赛满载归。我市体育健儿参
加国家级赛事数不胜数，单项赛事不再
细说，单表全运会和城运会就足于说
明。2009年济南全运会上，我市运动员
取得 4 枚金牌、1 银、3 铜的优异成绩。
其中，郭亮亮获武术散打 50 公斤级冠
军，陈彦召获武术散打 87.5 公斤以上
级冠军，李雪英获女子举重 58 公斤级
冠军，田梦旭获男子10000米冠军。在
集体项目中，4名郑州市队员担任主力
的河南男排，第一次取得第三名的好
成绩。河南省在本届全运会上共获7.5
枚金牌，其中郑州市占 53％。2003 年
长沙全国城市运动会上，参加武术散
打项目的众小将包揽了男女团体两枚
金牌；自行车运动员李丽一人夺得两
枚金牌；男子标枪冠军、20岁的小将刘
彦红以 79.23米的好成绩，创造了本年

度国内比赛的最好成绩。本届城运
会，我市代表团共夺得8枚金牌、3枚银
牌和 10 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了历届
城运会的最好成绩。2007年武汉全国
城市运动会上，获6金、８银、4铜，在所
有 74个参赛城市中排名第 11位，在 27
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 8 位。2011 年南
昌全国城市运动会上，我市共夺得 11
枚金牌、12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总
数在参赛城市中排名第9位，在省会城
市中排名第 6 位。所获金、银、铜牌首
次突破两位数，创造了历次参加城运
会的最佳成绩。

河南体坛当龙头。在竞技体育上，
郑州始终处于全省绝对领先地位。2006
年 9 月，河南省第十届运动会。我市共
获175枚金牌、103枚银牌、64枚铜牌，合
计奖牌 342 枚，积 3599.5 分。金牌总数、
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均高居各代表团之
首。2010 年 9 月，河南省第十一届运动
会。我市代表团在青少年组比赛中，共
获得 177 枚金牌、108.5 枚银牌、104 枚铜
牌，奖牌总数 389.5 枚，总分 3892 分，夺
得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总分三个第
一。同时，还荣获青少年组贡献奖、青少
年组输送奖、成年组团体总分一等奖、体
育道德风尚奖等运动会所设全部奖项。
2011年 10月，在河南省第五届农民运动
会上，我市共取得了 47 枚金牌、34 枚银
牌、19枚铜牌。在参加本届农运会的 18
个地市中，取得了金牌数第一、团体总分
第一的优异成绩。

明星璀灿勇于夺冠
竞技体育硕果累累

承办国际性、全国性赛事，是衡量一个
城市建设水平、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志，更是
对承办单位能力素质的大检验。多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郑州市体育
局无论对综合赛事还是单项赛事，都当作
一场重要战役来打，未雨绸缪，组织有方，
严密无缝，滴水不漏。

2004年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在我市举
行。这项活动被誉为“武术界的奥运会”，
是我市承办的最高级别和最大规模的国际
体育赛事。郑州市体育局作为竞赛部责任
单位，主要负责境内外武术团队及部分国
际体育组织官员的邀请接待、开幕式入场
式、武术竞赛组织、群众武术文化活动及论
文报告会等。共邀请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
的 160 多个团队、2100 多名运动员，以及国
际武联官员、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等贵宾
2700 多人参加。认真做好接待、比赛组织
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
受到国内外团队和嘉宾的好评。

时隔两年，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仍
在郑州举行。这本身就是主办方对承办方
的最佳肯定。郑州体育人再接再厉，又办
得圆圆满满，好评如潮。

2009年第一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开幕式和健身秧歌（腰鼓）比赛在郑州市
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第一次举办
的全国性、综合性老年体育赛事，43 个代表
团和 36 支参加健身秧歌、腰鼓比赛的代表
队，近1500名老年朋友、30名省部级老领导、
100多名厅局级领导参加。郑州市政府和郑

州市体育局分别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突出
贡献奖”。《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媒体
用较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充分展示了郑州的
崭新风貌。

第十八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是我市
历史上第一次承办的国际综合性青少年运
动会。既要协调开幕式，又要组织选手参
赛，还要做好接待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经多方努力，实现了多赢。国家体育总局
领导评价“开幕式活动是中日韩青少年运
动会举办十八届中最好的、最有创新和震
撼力的”。我市代表团夺得17枚金牌、12枚
银牌、11枚铜牌。接待工作更是细之又细、
慎之又慎，给与会的官员、裁判员和运动员
营造了一个温馨优良的环境。

2010年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先后邀请到 56 个国家和地区、142 个团
队、1160人参加本届武术节。本着“环境优
美、设施优良、服务优质、交通方便”的原
则，高标准做好接待工作，保证了赛事的需
要。武术竞赛是武术节的核心部分。作为
东道主，我市代表团共获得23个一等奖、10
个二等奖和6个三等奖，充分展示了武术之
乡的实力。开幕式入场式和闭幕式做到了
万无一失，再一次谱写了世界武术运动史
新的篇章。

实践证明，体育赛事尤其是规格高、规
模大的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和地
区富有特色的名片。经过郑州体育人的不
懈努力，如今这张名片已变得更亮、更响、
更美。

大力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
增强体育公共服务能力，是郑州体育人不
懈追求的目标之一。

完善全民健身工程，构建市民“十分
钟”健身圈。早在2005年，他们就制定全民
健身工程建设计划并得到市政府批准，连
续3年总计投入1200万元，在城市社区和广
场修建了一大批健身路径和健身园。截至
2011年底，我市共有健身路径1037条，健身
器材 11314 件，覆盖了城市每个社区，较好
地满足了市民健身需求。

让广大农村拥有像城市一样的体育健
身场所，广大农民朋友也享有最基本的体
育健身权利，体育部门责无旁贷。在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从 2008 年开始连续
三年将“一场两台”（一个硬化的标准篮球

场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列入市政府“十大
实事”之中。至2010年底，我市2358个行政
村农民健身工程已全部完成。

建是一时，管是长久。为保证良好的
群众健身条件和环境，他们每年都对全民
健身工程进行巡检和维修。市委、市政府
从 2010 年开始，连续两年将加强全民健身
工程的维护列入为民办理的“十大实事”
中，投入 900 多万元共维修健身器材 1099
件、更新4857件，为全民健身提供了良好的
服务保障。

设施有完善，任重而道远。具有强烈危
机感的郑州体育人，今年正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指示要求，着手编制规划、描绘蓝图。
坚信不久的将来，郑州的体育软硬件建设，
必与郑州都市区建设并驾齐驱、同步腾飞！

竞技体育人才辈出。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庆山
欢迎亚运会郑州籍金牌运动员凯旋。

活动牵引全民健身
群众体育精彩纷呈

全民健身深入人心

少林拳进课堂青少年体育如日东升

体育拜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