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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安徽省大别山片区体育产业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研究
让永钢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

摘要：体育产业发展是现代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安徽省大别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传统体育扶贫模式开展情况来看其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难以满

足新时期的体育产业扶贫要求。近年来在安徽省大别山片区精准

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对扶贫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安徽省大别山

片区体育产业精准扶贫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改进。本文主要

对安徽省大别山片区体育产业精准扶贫的现状，存在的影响因素

以及改善策略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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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先后编制了《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2011—2015 年）》和《安徽省大别山片区产业扶贫规划》，

进一步明确了大别山片区的战略定位。通过国务院扶贫办的扶贫

数据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已经实现基本脱贫，但

是还有少部分地区和人口亟待脱贫，因此在取得一定脱贫攻坚胜

利的同时，仍然需要意识到脱贫任务的持续性和艰巨性。

充分发挥各产业在脱贫中的作用，打好贫困攻坚战。体育产

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式在脱贫工作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合国务院以及体育总局颁发的体育发展指导意见，促进区域体

育活动的开展，打造特色体育产业文化，提升体育扶贫工作效率，

发挥精准扶贫作用。

一、农村体育产业扶贫的成效分析

通过对我国体育产业扶贫政策的落实，使农村扶贫工作形成

两种发展模式，一种为输血式的公共设施建设扶贫，另一种为体

育 + 产业的造血式扶贫，这两种体育扶贫方式在精准扶贫中发挥

巨大的作用。

（一）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实现输血式扶贫

我省农村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在大别山片区农村发展中发展落

后，在扶贫工作中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将加强农村体育设

施建设作为扶贫的重要内容。

在农村建立大型体育场、改造农田、援建小学体育场地，捐

赠体育器材和图书，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干部培训和硬件设施建设。

并开展专项扶贫活动，以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基础，

开展体育彩票等体育扶贫工作，建设农民健身工程、农村体育普

及工程以及雪碳工程等。

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开展精准的帮扶活动。根

据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要求，

保证大别山片区农村的体育设施建设中必须要达到一个篮球场和

两台乒乓球台的标准。

位于大别山片区腹地的六安市近年来新增六安兴茂南山体育

生态公园、六安南湖体育生态公园等 2 个省级体育生态公园；新

增省级体育旅游产业基地 2 家；新增全国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2 处。

参加 2019 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六安南山运动休闲小

镇等 5 个精品项目参展。

六安南山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荣获“2019 年体育旅游精品景区”

称号，万佛湖景区荣获“2019 年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称号，充分

展现了我市体育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新成效。体

育彩票销售态势良好，2019 年度体育彩票年度销售额完成 3.76 亿

元，完成率为 108.92%。。

（二）创新体育 + 发展模式，提升体育发展造血能力

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后，我省各个行业都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和力量加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民委、扶贫办以及农业部等，创新多元化体育 + 产业融合模式，

颁发相应的体育指导政策和措施，通过各项体育行政工作加强对

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

当前我省体育扶贫模式中发展比较完善的途径为体育 + 旅游

以及体育 + 赛事模式。比如，体育总局以体育产业基地建设为依托，

开展了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滑雪大赛以及登山交流会

等，将各种国际型赛事的举办与贫困县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利用体育赛事以及体育旅游等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

在国际以及国家级赛事的带动下，我国贫困地区的各项设施

得到有效完善，吸引大批游客到体育赛事举办地旅游、观光。通

过对体育旅游以及赛事举办的旅游人次以及消费统计可知，体育

+ 产业发展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比如青海湖环湖自行

车赛，带动周边地区消费 4 亿元，促进 200 多名贫困户家庭人口

就业。

因此，我省大别山片区应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

展有利条件，大力创新体育 + 发展模式，提升体育产业质量。

二、我省大别山片区体育产业精准扶贫影响因素

（一）自然以及人力影响

乡村体育产业发展中，受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影响比较大。

区域地理资源限制以及人力资源不足是限制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

阻碍因素。乡村体育发展中需要结合乡村体育扶贫诉求以及扶贫

实践领域分析自然以及人力方面的影响。

安徽省大别山片区贫困地区大部分处于山区，地区的山地多，

平原有限，交通不便利，这不仅是限制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素，也是致贫的关键。同时贫困地区的养殖和种植业的产品发

展脆弱，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

（二）社会以及文化影响

从历史发展观方面分析来看，大别山片区在发展中本身会存

在弱势，特别对于体育文化的认知会存在一定的隔阂。我省贫困

地区主要位于偏僻的乡村，由于信息闭塞，这部分人始终传承农

耕文化传统，靠山吃山，而农耕文化的惰性元素与体育倡导的文

化会形成一定的矛盾。

同时从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来看，这些人在文化素质方面相

对来说比较差，缺乏脱贫意志，而且这种信天命的意识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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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甚至部分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不断

的在农村中繁衍生息，必然会影响体育产业脱贫效果。

（三）经济以及物质影响

我省大别山片区的经济落后以及物质匮乏是贫困代际的关键，

体育消费能力低必然会导致社会投资的信心不足。同时贫困地区

的人文环境和自然风貌形成的乡村体育特殊环境价值难以有效挖

掘，进一步导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物质匮乏导致乡村地区体育设施建设不足，虽然政府提

供一定的财政资金，但是需要组织定期对这些设施进行维护，否

则将会导致体育设施面临老化的问题，此外体育设施的利用率低，

人们体育锻炼意识不强，即使配备体育设施也难以充分利用。很

多篮球运动场地变成农民的晒谷场，各项体育运动器材也成为农

民的晾衣架或者晒菜工具，限制农村体育价值的发挥。

三、体育产业精准扶贫开展策略

（一）建立智、体、志三维一体体育扶贫机制

新时期下精准扶贫政策中，精神扶贫是有效脱贫的关键，在

扶贫中需要从扶智和扶志两个方面进行，加强对教育中人力以及

物力资源的建设，提升大别山片区贫困人口体育运动的参与积极

性。充分发挥体育运动中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激发该区

人民的脱贫信心和斗志。

体育教育属于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体育产业的

发展，需要从贫困人口文化水平方面着手，加大对农村地区体育

教育的重视，强调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体育教学资源，包括加强对贫困地区中小学体育场馆和

体育教学器材的建设，适当扩充体育设备，定期检测体育器材的

性能，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要及时更换和完善。

国家在体育物力资源投入方面适当向贫困地区倾斜，提升贫

困地区人民的体育素质。并加强对贫困地区的体育资源开发，通

过定向生的培养，使高校体育人才能够留乡、返乡。

促进贫困地区体育师资交流，加强体育人才援助。此外，注

重扶体，在贫困地区体育活动开展中，提倡人民的体育锻炼，提

升人民的身体素质和体育素养，有效预防贫困地区的因病返贫。

通过体育 + 健康模式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预防因病致贫和返贫

的风险。

（二）注重融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升体育产业扶贫效率

体育产业扶贫工作开展中需要融入体育文化内容，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设置乡风文明建设目标，利用文化自信消除贫困亚文

化思想，打破贫困惰性基因限制。

为了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可以将传统体育活动与风俗

文化进行结合，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比如可以在农村体育产业发展中融入武术、龙狮、龙舟等品

牌项目，实现对传统体育产品外延的拓展。并在这些传统体育产

品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实现民族特色体育产业创新与发展，

吸引更多贫困地区人民创业，特别是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老传

承人的挖掘，贫困地区可以依托这些体育项目创设体育体验活动，

吸引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关注，打造特色传统体育产业创

新培育基地，促进该片区经济发展。

（三）加强大别山片区乡村体育产业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大别山片区乡村体育产业发展需要逐渐向组织化以及非组织

化双向发展，这也是贫困地区依托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乡

村体育产业属于新兴产业范畴，通过将乡村体育产业应用到精准

扶贫工作中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经济供给侧改革。

乡村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脱贫攻坚的短期举措，更是促进

乡村经济转型和优化的重要力量。需要结合贫困地区特点，在贫

困地区人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开展乡村休闲体育，实现对贫困

代际经济资源的优化，有效预防贫困代际效应的发生。

在乡村休闲体育发展中，需要以乡村地区原生态资源为基础，

促进乡村休闲体育的多元化发展和人口素质的综合提升。充分发

挥该片区地理资源以及风俗文化作用，促进休闲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结合。

在以生态为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开发贫困地区的土地以及山

水资源，迎合现代休闲体育产业发展，将乡村休闲体育产业与其

他产业链结合，不断提升体育产业效益。比如可以拓展漂流、攀岩、

山地运动以及垂钓等休闲体育项目，为乡村休闲体育发展提供更

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四）加大大别山片区体育用品精准扶贫

体育用品制造业同样是精准扶贫体育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群地区来说，需要加强对体育用品

制造产业的开发和延伸。

比如在体育功能饮料和食品的生产中，可以与该片区签订供

应协议，利用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生产绿色食品，保证体育食

品的安全性，同时提升该区域人民的收入。

农业发展中还可以通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方式加工运动产

品，比如生产运动系列产品的专用棉花、纺织品等，建设运动队

的定点采购基地。通过多元化的体育链条促进体育产业在农村精

准扶贫工作中的发展，实现脱贫攻坚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省大别山片区当前已经进入到脱贫攻坚的关键

阶段，体育产业扶贫在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通过体育产业的发展能够为大别山片区人民提供多元化的发

展路径，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稳定发展。但是当前体育产业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尚处于摸索阶段，其中仍然存在很多的制约和

影响因素，限制体育产业扶贫工作的开展，因此需要结合体育产

业发展特点探究体育产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发展路径，发挥脱

贫攻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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