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冰城，告别将至，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于2月
26日正式闭园。本届冰雪大世界以“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为
主题，总体规划面积100万平方米。园区运营以来，游客接待
量创下新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黑龙江冬季旅游的特色名
片，成为我国冰雪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2月25日，国际米兰队球员德弗赖（左）和拉齐奥队球
员迪亚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2024—2025赛季意大利
杯足球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际米兰队主场2∶0战胜拉齐
奥队，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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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陈凯）记者从 2月 26日
召开的 2025年郑州市体育工作会上获悉，
2025年，郑州市体育工作将进一步加快推
进，以建设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国家
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为抓
手，基本建成体育强市；全市举办各级各类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000场次以上；举办青
少年赛事活动 500场次以上；全市体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 500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
增速高于全市GDP增速……

2025年全市体育工作重点任务，将聚
焦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聚焦体育郑州
建设总目标，着力改革创新，着力提质增
效，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元机制，初步构建有
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体育治理
格局，初步构建赛事引领、产业协同、消费
活跃的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郑州篇章。

2024年
郑州体育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过去的一年，郑州体育多项工作在融
合创新之路上，探索出了新方向、新路径，
为我市体育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强化顶层设计，科学谋划推动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先后编制出台《加快建设
体育郑州实施方案》《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郑州市体
育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35）》等
多项政策文件。

各类赛事丰富多彩。举办包括双世锦
赛（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激光跑世界锦标
赛）、F1H2O摩托艇锦标赛郑州大奖赛、第十
三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等在内的5项国际
体育赛事、7项国家级体育赛事，累计吸引近
60个国家和地区近3万人次选手参赛。

创新办赛模式，推动体育与市场融
合。举办多方参与办赛的郑州市第十二届
运动会，近 2万名运动员参赛，人数规模翻
倍。首次举办郑州市体育赛事推介大会，
来自省内外7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加。

公共体育服务显著提升。成功入围国
家和省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建设名单。全
市各级共举办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1000余
项次，参与人次超过 260万，社会体育指导
员人数达 37883名，服务基层群众近 20万
人次；在主城区完成 400块体育场地建设
任务，建成郑州市市民健身中心；先后新建

或更新智能健身驿站 20处、多功能运动场
25处、室外智能健身房2处、“国球两进”项
目 134处；建设智能多功能运动场示范点
位25处，构建智慧健身运动新空间。

后备人才培育有力。构建“业训单位+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社会力量”的工作模
式，重点打造国家、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和金牌教练员工作室；鼓励市级专业
训练体系走进体育传统学校开设训练点，
在省实验中学、十一中、九中、七中等学校
布局排球、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充分发
挥体育传统学校在培育苗子方面的基础优
势；和塔沟武校构建重竞技项目市队校办
模式，与郑州市侨飞俱乐部等社会俱乐部
构建市队馆办模式，成效显著。

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制定《郑州市青少
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024—2026 周
期工作意见》，国际级赛事获得奖牌 14枚，
国家级赛事获得奖牌 37枚，省级赛事获得
奖牌 629枚，完成二级、三级运动员认定 6
个批次，共 982人次，向省队输送优秀运动
员 45 人；全年举办各级各类青少年赛事
500余项，开展市级以上赛事活动40项次。

项目监管持续增强。深入推进体育类
双减监督指导，全市体育类培训机构合规
率、支付开通率全部达到100%。

经济贡献日益凸显。截至目前，郑州
市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 481.39 亿
元，同比增长 11.67%。创造增加值 208.31
亿元，同比增长 9.29%，占同期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为 1.53%。在统体育产业主
体数量达 8624 家，同比增长 15.57%。体
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等数据均居全省前
列；2024 年，我市各级各类赛事媒体曝光
总数近亿次，拉动直接消费4.21亿元，间接
消费10.4亿元。

2025年
郑州体育聚焦抓好五方面工作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谋
划“十五五”发展之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年，也是决胜体育郑州建设
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郑州体育将围绕发
展目标，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助力郑州中
心城市建设。

（一）聚焦品牌引育，打造更具品质体
育赛事矩阵。

谋划梯次引进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

赛、乒乓球亚洲杯、全国游泳冠军赛、全国
武术运动大会等国内品牌赛事，积极承办
好网球、篮球、羽毛球 3个项目第十五届全
运会预赛工作；全年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达到 1000场次以上，群众赛事开展“三
进”活动不少于 20场；全年承办省级赛事
活动不少于 10项次，与教育部门共同举办
赛事不少于 30项次，青少年赛事开展“三
进”活动不少于 5场，“冠军进校园”活动不
少于 6次；打造具有郑州特色的青少年“三
大球”联赛体系。探索市本级在“三大球”
（足篮排）、“三小球”（羽乒网）、自行车、武
术、轮滑等群众基础好的运动项目上打造
10个以上城市联赛品牌，各开发区、区县
（市）打造 5个以上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公益
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建立健全武术标准
体系，完善武术段位制考评机制，推动武术
进校园、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
唱响“功夫郑州”城市品牌。

（二）聚焦亲民便民，做优更高水平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

编制出台《郑州市体育设施专项规
划》，监管新建社区体育设施用地指标；积
极推动建设“10分钟健身圈”，完成省民生
实事建设任务和市民生实事建设任务，新
改建 6个体育公园项目，建成社区健身驿
站 50个、室外智能健身房 1个、国球两进
50处，谋划“沿黄步道”建设方案；制定完
善《郑州市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激
发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活力，探索培育一批
融入社区的基层俱乐部或协会；培训社会
体育指导员市本级不少于1000人次，各开
发区、区县（市）不少于 200人次，创新培育
社会体育指导员“六进”活动品牌，组建科
学健身指导专家智库，试点建设运动健康
中心、科学健身指导中心等新载体和新平
台；建立“运动—医学模式”试点，争取每个
区县（市）建设 1个规范化站点，市本级提
供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不少于 3000人次，各
开发区、区县（市）不少于2000人次。

（三）聚焦机制创新，锻造更强竞争力
体育后备人才队伍。

鼓励学校、体育类培训机构和其他市
场主体积极参与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构
建“体校带动、学校跟进、社会支持”的体教
融合新模式；重点抓好足球、篮球、排球等9
个优势项目，挖掘跆拳道、拳击、网球、皮划
艇、赛艇等 5个潜优项目，补齐游泳、举重、

柔道、射箭、空手道等 5个短板项目，拓展
小轮车、冰雪、霹雳舞等 3个新兴项目，形
成新的金牌增长点，争取更多的国家、省级
训练基地、金牌工作室落地，向上输送更多
人才；制订《郑州市建设新型体校建设实施
方案》，建设 10个新型体校试点，围绕体育

传统学校建设，积极探索小学、初中、高中

“一条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路径；试

点推进中小学校教练员岗位设置工作，组

织一期全市体育教练员和体育教师培训

班，加快本土教练员施教能力提升，充分发

挥郑州市体育科技中心（反兴奋剂中心）作

用，深化训科医一体化建设，强化反兴奋剂

管理，持续净化行业发展生态。

（四）聚焦供给服务，培育可持续体育
产业发展能级。

加大体育产业政策供给，持续推动体

育领域标准化建设；大力推进冰雪运动经

济、户外运动经济等特色产业经济，推进全

国冰雪特色校、市级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基

地建设，打造户外运动与乡村、文化、旅游

等融合发展新业态；力争引进一批投资规

模大、社会影响力强、具有较强引领示范作

用的体育产业项目，促进体育制造业转型

升级和体育服务业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创

建国家级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

市，挖掘“体育+”更多融合创新发展新亮

点、培育更多体育消费新业态和新热点，探

索更多体育消费新场景，不断提升体育经

济规模质效。

（五）聚焦系统治理，推动体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机关党

建品牌，制定机关青年干部锻炼计划，成立

体育类社会组织联合党委，聚焦体育资金

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聚焦群众

身边腐败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全面从严治

党；实施“十四五”体育规划评价，编制“十

五五”体育发展规划，持续推进体育科技、

人才、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推进体育

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新模式，积极开展体

育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挖掘体育文化内

涵；聚焦体育系统所属体育场馆、体育设

施、高危性体育经营场所、重大体育赛事等

重点体育场所、重大赛事活动，根据法定职

责强化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意
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筑牢安全底线。

2025年郑州体育起新程

河南省剧协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中国剧协 2025年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对 2024年度工作表现突出的 12个团体会员单位进行表彰，河
南省剧协榜上有名。

过去的一年，河南剧协围绕打造品牌活动、深耕精品创作、培
育戏剧新秀、团结“文艺两新”、推进“互联网+戏剧”等方面做出新
的努力，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持续探索，砥砺前行，取得
了一系列亮眼的成绩：

曲剧《鲁镇》、豫剧《大河安澜》双双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五个
一工程”奖；曲剧《信仰》入选中国文联2024年重点创作资助项目，
话剧剧本《大国民》入选中国文联2024青年文艺创作扶持项目；我
省15个优秀小选手入选第28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
均荣获全国“小梅花”称号；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排演的豫剧《焦裕
禄·植树抗洪》入选第九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并获“优秀剧目”荣誉；
太康道情的《王金豆借粮》、宛梆《甘露寺》入选首届中国戏曲稀有
剧种优秀剧目展演；邓州罗卷戏入选中国剧协稀有剧种首批保护
传承项目；省剧协副主席金不换被文旅部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
（丑行）领军人才”荣誉；省剧协副主席申小梅荣获“全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省剧协会员王奋斗、郝士强等49人被
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省剧协理事张付中荣获全国“时代风
尚”学雷锋最美文艺志愿者；省剧协理事刘艳丽、省剧协会员李晶
花分别荣获第 32届白玉兰戏剧奖“配角奖”、“新人主角奖”；省剧
协会员张鹭名、池广平、胡红波三人入选“中国剧协新时代戏剧英
才培养工程——2024年表演专业高级研修班”；李延柯、张亚鸽、
胡玉翘、郭桂叶、王晓静、孙倩倩等优秀青年演员参加第七届黄河
流域戏剧红梅大赛，荣获4金 2银；省剧协会员李威携作品豫剧《南
水迢迢》入选“2024第比利斯国际舞台设计双年展”；省剧协理事
杨浥堃、省剧协会员张凌羽，入选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剧协联合
举办的全国青年戏曲编剧研修班；省剧协会员谢彦巧入选第四届
中国剧协小剧场戏剧创演人才培训班。

中国足协U18锦标赛结束小组赛

河南队小组头名出线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月 25日下午，在云南玉溪举办的2025

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U18组）小组赛结束，经过激
烈角逐，河南队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排位赛。

春节前，河南省足协以河南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为班底，招入
河南各中学的优秀球员，组建了河南U18队，备战今年举办的全运
会U18组别赛事。球队组建后，河南U18全运队报名参加2025年
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U18组）。小组赛首轮对阵四川，
虽然最终点球大战不敌对手，但这场组队以来的第一场正式赛也让
球员们受益匪浅。第二轮对阵由周海滨带队的山东队，孙耀武的任
意球破门让河南队占得先机。半场结束前，山东扳平比分。下半
场，河南队换人调整后由刘锐打入一球。尽管山东队再次扳平，但
是张凯博在第82分钟的点球帮助河南队3∶2力克对手。

小组赛最后一轮，由于对手昆明足协U18队弃权，河南队凭借
对阵山东的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对手以小组头名的成绩进入到了
接下来的排位赛。

2月24至 25日，中国·柬埔寨人文交流
年闭幕式系列活动在河南郑州成功举办。
闭幕式活动的圆满举办，也宣告自2024年1
月 13日启幕的“中柬人文交流年”圆满收
官。从“豫”“柬”真功夫武术文化交流，到闭
幕式期间非遗展示、文旅推广、文艺展演接
连登台，中国与柬埔寨的文化交流在两地不
断深入，两国人民互动中谱写了生动新篇。

相约古迹人文交流启新程
“当少林遇见吴哥”，2024年 4月，柬埔

寨暹粒巴戎寺北迎来了一群少林武僧，他
们从“天地之中”的嵩山脚下远道而来，带
着一身武艺与满满诚意，向暹粒的吴哥古
迹走去。在此次功夫文化交流活动中，少
林寺的武僧们表演了集体拳、象形拳、大比
武等精彩节目；柬埔寨的少年们也上演了
刚劲有力的斗狮拳表演。

随着精彩武术表演落下帷幕，台下观
众和少林武僧纷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合影留念。前来参加活动的许多柬埔寨
人民都表示，从小就在电视里看中国少林
功夫，今天终于亲眼所见，感到非常激动，
一定要找机会到河南郑州，走进嵩山少林
寺，感受中国武术的风采。

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两张世界武术名
片，相约吴哥古迹，豫柬两地的人文交流从
此开篇。

禅宗祖庭少林寺以其卓越的武术精神

和禅宗智慧影响深远，在全球范围享有极高
声誉，吴哥窟作为暹粒省的璀璨明珠，不仅是
柬埔寨的国家象征，也是全球公认的文化遗
产。“少林遇见吴哥”，让两地完成了一次古老
文明的对话，也让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少
林寺与吴哥窟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握手。

近年来，随着“郑州—柬埔寨—东盟新
空中丝绸之路发展论坛”、“中国—东盟人
文交流年”等国际交流活动不断举办，河南
与柬埔寨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不断增
多，联系日益紧密。以“中柬人文交流年”
为契机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双方携手共进
之际，即将接连涌现，闪耀美好明天。

以武会友豫柬之约再相逢
功夫搭桥，文化连襟，“豫”“柬”之约有

重逢。时不过半载，2024年 10月 19日，第
十三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在郑州登封开
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林高手”齐聚一堂，
共赴这场功夫盛宴。与此同时，以柬埔寨
斗狮拳武术团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交流活动
在金秋十月完成重启，以武会友，“少林遇
见吴哥”再续前缘。

活动期间，少林寺山门外，来自柬埔寨
的武术表演者将高棉拳法演绎得明快灵
动，少林寺的武僧们则用集体拳、地趟拳、
镇山棍等精彩节目，让世界各地来宾领略
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这场武术表演，在
活动结束后迅速“刷屏”，柬埔寨王国首相

洪玛奈在个人脸书账号发布了活动视频并
指出：“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柬埔寨传统武
术，也为高棉武术在国际舞台上的推广带
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礼尚往来友谊可鉴情绵长
“你微微一笑就撩动我的心”。2月 24

日晚，“中柬人文交流年”闭幕式暨中柬联
合文艺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盛大举办，柬
埔寨公主诺罗敦·珍娜用清丽甜美的歌声，
唱响了中文歌曲《春光正好》，引发全网热
切关注。在闭幕式活动期间，曾现身多处、
多次刷屏郑州热榜的“柬埔寨公主”，不仅
成了市民与网友的“独特记忆”，更成了这
场活动的“美好缩影”。

礼尚往来，记忆谱写成章。为给“中柬
人文交流年”画上一个圆满句号，2月 24至
25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柬埔寨王国旅游
部、河南省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中柬人
文交流年”闭幕式系列活动在河南郑州举
办。包括中柬两国非遗展示、文旅项目互
鉴推广、文旅线路考察体验、文艺演出登台
亮相在内的多项人文交流活动，让两国友
谊更深、情谊绵长。

2月 24日，在中柬文化旅游推介会上，
来自柬埔寨国家旅游部、柬埔寨旅行社协
会、河南郑州等文旅推介官纷纷登台，两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吸引观众驻足细看，
优秀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让人心驰神往。

晚间，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内灯光璀璨，两
国经典音乐、舞蹈、武术节目轮番上演，以文
化之桥续写“铁杆”友谊，在“中柬人文交流
年”的宏大舞台，续写着动人与精彩。

随着闭幕式活动的深入进行，两国文化
交流所取得的进展也引来了柬方赞叹。柬
埔寨副首相宋金达高度展望了中柬两国在
文化、旅游、交通、经贸等领域的发展合作前
景。柬埔寨国家旅游部大臣胡哈也表示，柬
豫双方在文化旅游领域极具合作潜力，希望
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发展旅游产
业，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中
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更加坚实。

《论语·学而》有言：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会场内，礼仪之邦展尽大国风貌；
会场外，文旅资源诉尽城市风采。中原磨
街、郑州美术馆、银基动物王国……从潮流
街区、文化场馆，再到城市景点与主题乐
园，郑州多地的优质文旅资源大门敞开，欢
迎柬埔寨人民的到来。

相约古迹，以武会友，人文交流再续友
谊绵长。自“中柬人文交流年”启幕以来，
一年时间双方在众多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交流活动，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柬友谊
深入人心。各类活动的接连举办，让两地
在旅游、经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不断
加深，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人文交流
的带动下，迈步美好未来、谱写时代新篇。

本报记者 李居正

中柬人文交流年：

深化人文交流促进相知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