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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

□本报记者 宋云杰

燕赵健儿闪耀赛场

今年，河北省体育局各运动中心在训练备战方面，

紧紧围绕国际、国内重大赛事，确立冲金争奖点，创新求

变优化布局，积极落实各项保障措施，让教练员、运动员

心无旁骛的训练、比赛。特别是在训练方面，严格遵循科

学训练指导下的“三从一大”训练主旋律，始终坚持刻苦

训练、科学训练，强化管理，为运动员竞技成绩得到实质

提升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让河北健儿在今年的国际重头

赛事杭州亚运会实现全面爆发，取得优异成绩。

本届亚运会，28名运动员入选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取得 17金 9银 5铜的优异成绩；参赛 16个大

项、38个小项，打破 3项亚运会纪录；乒乓球、赛艇、橄榄

球、克柔术、国际象棋 5个项目的 6个小项，实现首次参

赛就问鼎冠军；首次在武术散打项目等 4个小项上夺得

亚运会金牌……本届亚运会河北创造单届参赛人数最

多、参赛项目最多、参赛成绩最好、对国家获得金牌贡献

率最高的历史，展现了河北健儿良好精神风貌。

其中，孙颖莎、李冰洁多项参赛夺得多枚金牌表现

亮眼，成为河北竞技体育的中坚力量，展现出强大的技

术、心理以及勇于担当的气概；老将巩立姣也同样不负

众望，34岁，第四次征战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实现三连

冠；小将表现出色，杜林澍在射击项目上打破亚运会纪

录，证明河北传统优势项目后继有人，马永慧、高唯中在

女子自由泳突破了自己最好成绩，成为李冰洁的“左膀

右臂”。他们的目标均是亚运练兵，剑指巴黎。

除此之外，在游泳世锦赛、世乒赛以及跆拳道、跳

水、射击等国际单项重大赛事上，河北健儿同样表现亮

眼，取得个人突破。

当然，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教练、医疗、陪练、

后勤保障、体育科研等幕后英雄们的辛勤付出，他们和

运动员组成的河北竞技体育“铁军”才是“最美河北体育

人”，在这里向他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在新的一年，

他们也将继续团结奋进、勇往直前、再攀高峰！

后备人才星光闪耀

青少年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石，体校建设是青少年

体育的主阵地。2023年，河北青少年体育以强化顶层设

计、“阵地”建设、创新突破等三方面为重点，大力提升青

少年体育发展质量和效益。制定实施了《河北省青少年

体育后备人才倍增计划实施方案》配套制定了《倍增计

划考核办法》；积极构建“传统特色学校—专业体校—苗

子训练营—省专业队”人才培养输送模式，建立考核督

导机制；以合作共建等形式大力推进二线队组建工作，

以教练员下沉基层支持指导等方式，突破重点项目发展

瓶颈；充分运用竞赛杠杆，建立起以青少年联赛为塔基，

以锦标赛、冠军赛为塔身，以省运会为塔尖的青少年竞

赛“金字塔”体系……

一系列政策加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让青少年体育发

展脚步铿锵。全省新增新型体校 196所，新评定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 1739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423个；全省注

册运动员人数达到 6.7万人，比去年增加 2.1万人，增幅

45.6%；获评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44家；大力扶持

市、县（区）体校建设，依托体校成立了 12个奥运金牌特

训点……

这些数字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今

年举行的河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有着怎样的成绩吧。

本届省运会坚持以扩大规模、提升标准，让更多运

动员参与进来为宗旨，共有来自全省 18782名运动员参

加了青少年组、群众组两个组别 67个大项、1800个小项

的比赛，参赛运动员达 3万人次，较上届增加 1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最大亮点是青少年组的比赛，不仅检验了

各市青少年体育队伍，促进了项目布局和梯队建设进一

步完善优化，更是培养锻炼了一批有潜力、有天赋的好

苗子，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其中，青少年组夏季

项目决赛阶段共打破 81项省运会纪录；游泳运动员高

唯中、小轮车运动员孙思蓓等 18名运动员入选国家队，

529名苗子运动员已输送到省集训队；青少年组冬季项

目 5个大项 193个小项中的 37名运动员达到国家一级

运动员水平。

诸多成绩的取得，直接反映出过去 4年我省体育后

备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证明着河北省竞技体育整

体实力在不断提升。

体教融合纵深发展

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后备人才储备，体教融

合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近

年来，河北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有序开展：科学整合学校

比赛、各年龄段系列比赛等体育赛事，构建起大中小学

纵向贯通，校内竞赛、校际联赛、区域选拔性竞赛横向衔

接的赛事体系，学校体育运动“一校一品牌”已成特色；

开展“河北省体教融合标杆县(市、区)”创建工作并给予

资助和政策倾斜，印发相关实施办法，规定学校可设专

(兼)职教练员岗位，缓解学校体育教师不足。

特别是 2023年，有 8个县区获评体教融合标杆县

称号；232所中小学成为“河北省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系统性构建了体教融合运行机制；落实《关于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推动健康

教育、科学健身与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有效融合；进

一步建立健全分学段、分项目，基础与专业衔接、学校与

社会共建的市、区、校三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以三大

球、冰雪等运动项目为引领，创新举办冀萌杯足球联赛、

小年龄段篮球赛、冰雪联赛等青少年 U系列赛事；开展

“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组织全省小学生课间操线上

比赛，20万名适龄学生参加，组织“国际奥林匹克日”全

省青少年校园活动，近 5万中小学生积极参与。

燕赵青少年健儿们，在体教融合政策的指引下，积

极投入到体育科学训练中，练就了一身竞技本领，得以

在更大的舞台———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以下

简称“学青会”）上去展示。学青会是由全国青年运动会

和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而来，首届学青会的成功举办，

既是深化体教融合的标志，也是展示体教融合发展成就

的平台。本届学青会赛场上佳绩频传，从不少取得成绩

突破的青少年运动员身上，都能看到体教融合发挥的重

要作用。

河北省校园组共派出 292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

泳、篮球、足球、羽毛球等 9个项目的比赛，获得 4金 6银

5铜，多项成绩实现了突破；公开组有来自石家庄、保定、

邯郸 3个代表队的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拳击等项目

比赛，获 5金 7银 10铜。同时，河北省代表团获得了“体

育道德风尚奖”。可以说，成绩的取得是河北积极推进体

教融合和广泛开展青少年赛事活动得结果。

2024年，河北竞技体育全面开启新征程，一体推进

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持续提升河北竞技体育的

综合竞争力。面对巴黎奥运会和第十五届全运会，河北

健儿已吹响训练备战号角，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竞技体育力

量。

剑指奥运创佳绩 瞄准全运再升腾
河北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稳步提升

“2023年，河北省体育局持续提升为国

为省争光能力作为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标

志，一体推进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

围绕重大赛事备战，重点实施“新备战周期

金牌计划”“后备人才倍增计划”。明确要

求，持续优化项目布局，将科学训练指导下

的“三从一大”作为训练主旋律强化训练管

理，努力在国际国内大赛取得好成绩；全面

启动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倍增计划，积

极构建“特色学校—专业体校—苗子训练

营—省专业运动队”的人才培养输送模式，

坚持基础大项和特色优势项目相结合，加

大场地设施建设，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在

后备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布局上实现

倍增。诸多举措的落地实施，为河北竞技体

育发展带来强劲动力，让河北体育健儿在

国际、 国内重大赛事为国为省争得了荣

誉。

”

郭帅（前）在比赛中。 周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