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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乡村体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郑  洁 1  李伟霞 2 

（1甘肃医学院  甘肃平凉  744000；2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  甘肃静宁  743400） 

摘要：实现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振兴乡

村，首先要培养新型农民队伍。发展乡村体育则是增强广大农民体质，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甘肃省自 2018 年实施扶贫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以来，乡村体育事业取得了明显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乡村体育事

业发展缺乏物质基础，乡村发展面临着突出的人力困境，乡村地区体育人才亟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在实施

乡村振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略背景下，既要多措并举构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合力，更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基础，立足经济

发展新业态，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发展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中，要进一步发挥乡村体育对全面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构建以“体育+产业”为依托，以“体育+教育、体育+健康、体育+文化”为重点，以“体育+赛事（传统

+特色）”为平台的乡村体育发展格局，从人力资本和经济效应两个维度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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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深刻

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对新时

代“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0。乡村振兴既是乡村经济、民生社会发展的

振兴，也是新时代新型农民队伍的振兴。因此，在建成“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的同时，更要发展高素质的现代

农民队伍。 

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健

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体育则是增强人民体质，促

进全民健康的有效途径。在此内生逻辑下，大力发展乡村体育、提

升农民健康水平必然成了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

出以健全体育服务体系、鼓励全民健身、增强全民体质、提升全民

生活质量为重点方向，推进体育产业升级、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在

实施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为乡村体育的广泛深入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甘肃省乡村体育发展现状 

1.乡村体育设施得到改善 

2018 年以来，甘肃省体育管理部门每年将 60%以上的省级体彩

公益资金，以及全民健身设施项目重点向省内 75 个贫困县（区）

倾斜，先后投入资金 3.3 亿元支持开展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为体育

赛事提供补助。先后建成了 851 个乡镇和社区体育中心，完成了

15738 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至目前，甘肃村级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覆盖率达 98%，这对于甘肃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来说，是

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2.乡村特色体育得到发展 

甘肃历史文化悠久，民族成分多元，民族特色体育一直是甘肃

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甘肃在创新继承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项目的同时，不断挖掘整理、扶持推广民族民俗民间传统体育

运动项目。例如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每年举行的民族传统赛马大

会，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每年举办的赛骆驼、赛走马、顶杠子、

射弩、押加、拔棍、博克等传统体育赛事；甘南藏族每年五月五举

行的天马节等。这些民族特色体育项目的传承发展，既展示了独特

的民族文化魅力，也促进了民族地区民生社会发展。 

3.区域体育产业逐步兴起 

将体育与旅游、文化、康养结合，打造跨界融合的新的经济增

长极，是甘肃近年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以

玛曲县“格萨尔赛马大会”、临潭县“冶力关杯”中国拔河公开赛、

碌曲“锅庄舞大赛”等为代表的区域民族赛事在近些年举办的红红

火火，影响日益提升。同时，当地力促将这些传统赛事与文游项目

融合发展，将赛马、民族服饰表演、香浪节等传统项目与乡村旅游

度假、特色旅游小镇发展有效融合，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甘肃省体育局还通过支持相关地区

的体育综合体建设以及发展体育产业，先后协调全省 7800 余家体

育产业单位吸纳贫困人口就业近 5 万人，有力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 

4.乡村体育文化得到提升 

乡村体育助推了产业与农业的结合，促进了乡村文化重组重

建，加快了乡村文化融合、创造发展，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实现

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多元发展，充分发挥了文

化教育功能 0。通过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内生

动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热爱农村、建设家乡的深厚情感，树立了团

结互助、公平竞争的合作意识，增强了自我发展、勇于创新的致富

观念，培育了积极进取、睦邻和谐的乡风民风，提升了美丽乡村建

设的质量和效能。 

在总结和肯定甘肃乡村体育发展取得的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

也应客观清醒地看到，甘肃乡村体育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体育事业发

展还存在着不足。一是甘肃生态脆弱，自然环境制约效应突出，农

业基础条件依然有限。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双重制约使得乡村体

育事业发展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蛋糕”总量不足。二是随着城

镇化的发展，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甘肃部分地州（市）已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乡村发展面临着突出

的人力困境，体育文化事业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三是乡村地

区体育人才亟缺。根据有关资料，甘肃农村每社区仅拥有 0.08 个体

育管理工作人员，和城镇每社区拥有 1.14 个相差巨大；城镇地区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7.17 人，农村地区每万人仅有 13.83 人
0。体育专业人才匮乏也是制约乡村体育发展的突出因素。四是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后劲不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创

新发展有待加强，同时，民族传统体育也面临着人才不足的困境。

五是经费投入有待持续加大，尤其是村级体育赛事缺乏资金支持，

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支持。 

二、甘肃省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结合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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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

制”。在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这个新的时代

背景下，在甘肃省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设计上，要建立以

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广大乡村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

乡村体育工作机制，坚持以“体育+产业”为依托，以“体育+教育、

体育+健康、体育+文化”0 为重点，以“体育+赛事（传统+特色）”

为平台，全面构建“1+3+1”的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

进一步推动体育扶贫从输血式帮扶向开发式振兴彻底转变。 

1.发展“体育+产业”，打好乡村体育发展的经济基础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发 2014〔46〕号）明确指出，“要促进体育、文化、旅游等

产业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新时代国家重点培育的新

兴业态，要以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契机，挖

掘整合当地资源禀赋，构建和发展体育+旅游、体育+养生、体育+

主导产业等多元产业开发模式，同时加强对当地农民的职业和技能

培训水平，吸纳当地农民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村民稳定增收，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以甘肃省临夏市折桥镇慈王村为例，该村是临夏市在近年重点

培植的十二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之一。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索“体育

+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推进体育、旅游和农业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2021 年，在镇政府的规划主导下，将近 5000 平方米的村文化广场

进行了升级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笼式足球场 1 个、羽毛球场地 4 个、

篮球场 2 个，配套安装了乒乓球桌等健身器材。健身休闲条件的改

善，让村民们的休闲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育运动、强身

健体成了广大村民的集体共识和自觉行动。 

2.促进体育与教育、健康、文化一体发展 

（1）“体育+教育”方面 

随着乡村地区体育资源的开发和后期发展对体育专业人才的

需求，加强对乡村地区的体育教育扶持力度成了发展乡村体育的必

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通过‘国培计划’等加

大对农村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在甘肃省教育厅与省体育局《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指出，要加强

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积极协作，注重体育和教育资源共享，探索

建立省市县校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发展体系，共商共办体育赛事，

构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和体教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对乡村学

校的体育教育保障机制方面，还应对乡村地区体育教育还应应设立

专项补助资金，为乡村体育教师提供更多的在岗学习机会，提升其

综合素质和体育教育教学质量。对于民族地区，还要以当地体育特

色资源为依托，传承和发展好民族体育运动。 

（2）“体育+健康”方面 

各级地方政府应将“全民健身计划”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将全民健身工程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农村体

育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结构，实现城乡群众体育的无缝对接，推动城

乡群众体育资源均等化发展 0。同时，还要不断完善乡村体育资金

保障机制，提升体育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强对乡村体育赛事的

资金支持力度，通过以赛带练提高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

通过全民健身提升个体健康水平，从而增强广大农民自我发展和生

产能力，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帮助贫困家庭阻断因疾病造成的贫

困传递。 

（3）“体育+文化”方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支持农民自发组

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

文化体育活动。”同时，要积极提倡阳光向上的体育文化，营造“体

育惠民、健康第一”的文化氛围，将追梦精神与体育文化相结合，

使广大村民在体育锻炼、体育运动中获得和树立积极向上、不懈努

力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遏制和消除贫困

文化，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3.发展“体育+赛事”，打造乡村体育发展的惠民平台 

一是要注重发展受众面广、参与度高的传统赛事以及一些乡村

趣味赛事项目，通过体育比赛普及健身知识、传播健身方法。以甘

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为例，作为全国梯田第一县，庄浪县也是陇东地

区传统体育强县，尤其是篮球项目在该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该

县每年在“五一”节前后都会举办全民篮球赛，全县各机关单位、

乡镇、街道办和企事业单位组队参加比赛。这些赛事既活跃了城乡

干部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搭建了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更

将积极、健康的体育精神融入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之

中。 

二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传承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需要薪

火相传，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也要注重群众体育资源从“供

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积极转变，要立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

源，积极开展既符合当地民风、又兼具经济效益和体育效益的赛事，

统筹谋划少数民族体育重大项目工程，融合整合优质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资源，形成系列旅游品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身

份认同，提升文化自信。比如阿克塞哈萨克式摔跤、裕固族顶杠子、

东乡族拔棍、保安族夺腰刀等，通过发展乡村本土特色体育项目调

整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从而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 

结束语 

综上，在发展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中，要进一步

发挥乡村体育对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构建新型乡

村体育发展格局，从人力资本和经济效应两个维度助力新时代的乡

村振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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