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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蔡维燕介绍，全面深化“体
教结合”工作，积极争取教育部门支持，努力建设和开展青少
年体育“组织、活动、场地”，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2015 年 10 月 9 日，省政府召开了全省体教结合工作会
议，副省长谢广祥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是省政府2005
年召开全省体教结合工作会议以来，再次召开全省最高规格
研究部署体教结合工作的会议。

五年来，各级青少年体育组织数量稳步增长，青少年体
育组织网络建设逐步加强。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 15 所、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74 所、全国青
少年体育户外活动营地 6 个，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189
所、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 48 所、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97
所。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8 个、国家级单项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 14 个，安徽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8 个、安
徽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32 所，各项指标均达到和超过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
“十二五”期间，我省青少年体育活动创新形式和内容，举

办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连续 5 年在
舒城县万佛湖举办全省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连
续5年参加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此外，每年
还组队参加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联赛、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等全国青少年体育活动。

2015年2月，省体育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团省委成立了安徽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为校园足球工作的宏观指导、统筹协调提供了
有力保障。2015 年 9 月，我省共有 425 所学校（小学 191 所，

初中147所，高中87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合肥市包河区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试点区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
省实际，省体育局起草了《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草

案）》。2015年7月，省体育局联合省政府法制办等有关部门，
开展《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前期立法调研。12月，省
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会同体育部门对芜湖、宣城两市进行

《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立法调研。
与省教育厅制定出台了《关于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在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配
合、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家联动、学校
支持、社区配合、居民受益”的基本模式。经过省市两级的共
同努力，目前全省 16 个市都能够采取措施，努力推动场馆开
放工作。

完善体制，创新机制
蔡维燕介绍，五年来，以各级各类体校为重

点，促进全省青少年体校建设，加强各级各类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管理。开展全省青少年体育运
动员注册，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平台。继续加
强全省基层教练员队伍建设。

为贯彻落实国办发 23 号文件，理顺公办体
校管理体制，落实“四个纳入”要求，2011 年底，
我省正式出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体育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
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皖政办

〔2011〕73号），全省16个市均出台了市级实施意
见，制定了配套政策和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围绕增强比赛人才效应和杠杆作用，积极
推进青少年体育比赛改革，提升比赛社会效应，
扩大比赛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每年与省教育厅
联合举办四十余项青少年比赛，有效推进了青
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推动办赛主体多
元化，鼓励社会组织、省级单项协会承办省级比
赛，在2015 年的比赛中，篮球、乒乓球、网球、羽
毛球、手球比赛是由相关单项协会或企业承办；
推动参赛主体多元化，游泳、乒乓球、网球、羽毛
球、击剑、棋类等项目的比赛，允许学校、俱乐
部、各级单项协会组队参赛；调整竞赛经费使用
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拨付竞赛组织经
费，提高竞赛经费使用效率。

本着以考促学、规范运作、循序渐进的原
则，自2012年起，在全省年度青少年体育比赛中
开展了赛前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并逐年扩大
测试范围，加大工作力度。2015 年将运动员文
化测试成绩与参赛资格挂钩，对文化成绩不达
标的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淘汰，取消该运动员本
年度全省青少年体育比赛参赛资格。

“十二五”期间，开展了全省青少年体育管理
人员、教练员、体育教师、科研人员、裁判员队伍
培养、培训工作。建立分级分类培训制度，按不
同培训对象分类制定培训内容、授课办法和考核
方式，提升培训效果。与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了八
期体育教师培训班，共培训了1000余名学员；举
办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校长、管理人员、指导员
培训班，共 200 余人参加培训；举办全省足球教
师培训班，有60名足球教师参加培训；举办全省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管理人员培训班，有76名管理
人员参加培训；举办全省青少年训练教练员体能
训练培训班，有240名教练员参加培训。

突出重点，精心谋划
“虽然‘十二五’期间我省青少年体育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
们所做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还不能
主动适应新常态实现新发展。”王大军介绍，生
活水平提高了，青少年身体素质在下降；运动场
地、师资力量都严重缺失；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经
费投入不够；青少年体育组织发展不平衡，没有
充分调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创办青少年
体育组织的积极性等。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有序推进安徽省青少
年体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省体育局成立规
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涵盖了青少年管
理者、青少年体育专家、体育理论研究者。在规
划编制过程中，加强与相关单位沟通联系，多次
召开规划编制协调会、座谈会，研究确定青少年
体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
规划项目等内容。目前，《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十
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近期将下发
给各市体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

谋发展 抓落实 求突破
安徽省“十二五”青少年体育发展成就盘点

“今年10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体教结合工作会议，这是10年后
再次召开全省最高规格研究部署体教结合工作的会议。”省体育局副
局长王大军告诉记者，“十二五”以来，我省大力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
紧抓“两大工程”(青少年体质强健工程、青少年体育塔基工程)，构建“两
大体系”(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
断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努力构建多元化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青少年体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十三五”时期青少年体育
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敏敏 记者 江锐

2014 年 10 月，安徽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在安庆市举办。本届省运会是迄今为止我
省举办的项目设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赛
区分布最广、赛期跨度最长、赛风赛纪最好、
反兴奋剂工作最严的一届省运会，累计参赛
规模达 13000 余人，整个赛期长达半年，赛
风赛纪良好，充分发挥了省运会的综合效益
和多元社会功能，达到了场馆设施一流、竞
赛组织一流、运动成绩一流、赛风赛纪和反
兴奋剂一流、服务保障一流、安全稳定一流
的办赛目标。

第七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运动
员在赛后亲密地拥抱

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转变职能，提高效能

省十三运会开幕式

2015年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
会安徽分会场邓琳琳、蔡
维燕与运动员互动

全省体教结合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