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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重庆市小康体育 “一圈两翼”模式构建可行
性分析

韩小兰   
重庆医科大学体育医学院   重庆  400331

【摘要】本文以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庆体育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调研和实证的基础上，初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

景下重庆小康体育整体发展“一圈两翼”模式的构建进行可行性分析，建立重庆大城市大农村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相

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小康体育整体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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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市“十二五”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

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 50% 以上，国民体质

监测合格率达到 90% 以上，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城市达到 20 名、农村达到 9 名。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推进竞技体育及赛事体制改革，提高竞技体育的整体水

平和竞争力，在 2013 年的第十二届全运会上实现奖牌

突破，成绩排名进入西部中上位次。增强体育产业创新

能力，体育服务业品种门类较为齐全，满足人民群众多

层次、多方面的体育消费需求，体育产业增加值对全市

GDP 的贡献率有所增长。加快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力度，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5 平方米。实际上，这个目标就

是小康体育整体上要逐步达到的目标，这与本课题研究

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

1 以体育产业为依托构建“一小时经济圈”体育
产业化的小康体育模式，是排头兵

1.1 重庆 1 小时经济圈是以主城为核心、以 1 小时

车程为半径的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的城市群 , 包括主

城 9 区、合川、永川、江津、万盛、璧山、綦江、荣昌、

南川、大足、双桥、潼南、铜梁、长寿、涪陵等 23 个区县。

该区域面积约 3 万平方公里 , 目前常住人口 1600 多万人 ,

占全市的近 60%, 其中城镇人口约 1000 万人 , 城镇化率

接近 60%。一小时经济圈交通便利，人员占比，以及地

理环境给体育产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1.2 在这个区域内，体育场馆资源丰富，体育彩票

业方兴未艾，集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体育健身娱

乐业悄然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比赛在重庆开展，

培训业活跃，体育商品经营业看好，重庆市体育发展

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体育产业，据此可优

先构建“一小时经济圈”的小康体育模式，这是带动重

庆体育的排头兵。

2 以渝东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依托构建“渝东
南”少数民族特色化的小康体育模式，从布局看，
是左翼的支撑

2.1 渝东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的民族节日、

民族风情紧紧相连，具有民族文化的多种特质，构成了

极为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渝东南少数民族体

育作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

不仅具有突出的娱乐性、健身性和可观赏性，而且对于

参与者来说，极强的参与性、休闲性、探索性、多元性

和自由性以及与其他资源的良好配套性等优势，使之成

为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极富有潜力的体育资源。

2.2 渝东南民族山寨所处的区域天然的自然之美，

山高谷深，湖光水色，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无所不有，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原生态的地理环境追求越来越

高，吸引了大量异地异族爱好体育者参与当地各种体育

活动。这是推动重庆小康体育的左侧动力支持。

3 以渝东北的三峡库区特色体育为依托构建“渝
东北”三峡库区特色化的小康体育模式，从布局
看，是右翼的支撑

3.1 以万州为中心，可建成渝东北及三峡库区体育

中心。前不久，市体育局与万州签署《共建重庆第二大

城市体育战略合作协议》，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决定》精神，支持加快建成渝东北及三峡库区体

育中心。对万州片区加强城乡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和乡镇



  2020【2】4    2 卷 4 期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211·      

体育健身广场建设支持力度，实现 60% 以上镇乡建设“乡

镇体育健身广场”。加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支持力度，

每年建成 2 条以上全民健身登山步道。大量体育公共设

施修建给渝东北快速迈入小康体育提供了决定性因素。

3.2 支持打造全市体育比赛、训练“副中心”，给

予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吸引国家、市优秀运动队到万

州开展训练。充分利用长江良好的水上资源，支持开展

游泳、龙舟、垂钓、摩托艇、滑水等特色水上项目，举

办环湖自行车邀请赛等。每年派市级教练到万州指导训

练，安排万州运动员到市专业队代培等。这些举措，实

际上就是渝东北奔小康过程中的体育小康。这是推动重

庆小康体育的右侧动力支持。

4 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现实，决定了城乡体
育必须协调发展，重点是小城镇体育发展，构
建城镇化的小康体育模式，从全局看，是整体
性发展的关联点和关键点。

重庆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城市 , 在建设小康体育的过

程中 , 重庆小康体育的重点在农村 , 没有农村小康体育

的全面发展就没有重庆小康体育的整体发展。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一圈两翼”实际上就是大城市带动大农村，

体育也是如此，城市要帮助带动农村小康体育的发展 ,

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 这符合“以工带农 , 以城促乡”

的小康体育发展机制。此外，重庆实施的小城镇化发展

战略，也决定了要加快小城镇体育发展 , 促进城乡之间

的联系和融合 ,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 , 使城市和乡村小

康体育共同发展。这是从大重庆体育建设与发展的角度

整体性推动重庆小康体育的关键。

5 结束语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构建具有重庆特色的“一圈

两翼”小康体育模式是可行的。这个模式是和重庆“一

圈两翼”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模式是同步进行的，换句

话讲，就是与重庆奔小康的过程是一致的，本质上看，

这就是重庆的小康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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