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背

景下，四川西昌学院朗胜志愿团勇担使

命，以创新构建的“1+3+4+N”志愿服务

模式为引擎，深度推进“体教融合”“体

医融合”“体旅融合”，为乡村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样本。

朗胜志愿团精心搭建专业志愿服务

架构。策划团队深入乡村调研需求，精

准制定活动方案；竞赛团队凭借扎实的

专业素养，组织高水平乡村体育赛事；教

练团队将科学训练体系带入乡村校园；

宣讲团队普及运动健康与安全知识；康

体团队专注健康守护；行政、宣传、后勤

等团队协同配合，为志愿服务的高效开

展筑牢根基。

在体教融合志愿服务

领域，朗胜志愿团积极

践行国家体育支教双

百计划。志愿者们深

入大凉山乡村学校，把专业体育训练技

术、国际化竞赛规则和科学选材理念融

入日常教学。飞盘运动在校园的兴起，

激发了孩子们对体育运动

的浓厚兴趣，展现了他

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微光行动”

更是成效显著，

成功培养出5名

国 家 一 级 运 动

员、5名国家二级

运动员，助力40

名凉山女孩凭借

足球特长在省级乃

至全国赛事中摘金夺

银，为乡村体育人才培养开

辟了崭新路径。

体医融合志愿服务是朗胜志愿团的

又一亮点。由运动康复专业师生和志愿

者组成的服务队伍，深入乡村开展青少

年体态健康筛查，为孩子们量身定制预

防和干预方案。在各类乡村体育赛事现

场，专业医疗保障团队全程值守，同时向

村民普及运动急救、科学热身等知识，让

“治未病”理念扎根乡村。“朗胜杯”乡村

篮球赛期间，超千名村民掌握了急救技

能，极大提升了乡村赛事的安全性。

在体旅融合志愿服务方面，朗胜志

愿团充分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以体育赛

事为纽带，推动乡村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团队打造的彝族特色乡村体育赛事，

巧妙融入达体舞等民族文化元素，并借

助主流媒体直播扩大影响力，吸引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赛事现场，农特产品展

销、乡土文化展示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

雷波脐橙、乌洋芋等特色农产品销量大

幅增长，志愿团原创文化球服也成为热

销品。此外，通过助力抖音足球嘉年华

等活动，凉山特色产品得到广泛推广，乡

村旅游焕发新活力。

据介绍，自2021年特色志愿服务开

展以来，朗胜志愿团的服务惠及凉山州

广大居民和中小学生。志愿者们在实践

中锤炼本领，提升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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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萍：传递健康与快乐

奉献 服务 健康 快乐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暨活力体育组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巡礼（二十二）

普及健身气功 惠及乡村百姓

于晓舟：泳坛梦想耕耘者

西藏拉萨金珠西路全民健身站

以舞为媒 筑健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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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在四川，有一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泳坛耕耘者于晓舟，他

是四川省游泳协会副秘书长，还兼任成都市温江区游泳协会秘书

长。多重身份之下，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为四川游

泳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于晓舟的职业生涯与游泳紧密相连。作为国家级裁判，他严谨

公正，确保每一场比赛公平与公正；作为国家职业资格游泳救生

员、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师及考官，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致力

于提升游泳行业的专业水平与安全标准。在于晓舟的带领下，四川

省游泳协会积极推动各项制度的完善与优化，精心组织策划青少

年赛事活动，为青少年游泳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舞

台。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国家职业资格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培训工作，为四川游泳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游遍四川”是四川省游泳协会的一项标志性赛事活动，如今

已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于晓舟参与了赛事的策划、组

织与执行工作，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顺利、圆满举行。从广元公开

水域游泳比赛到四川省U系列游泳比赛，从成都站、乐山站到绵阳

站、总决赛，他都以技术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为赛事的专业性和

规范性保驾护航。

于晓舟还十分注重裁判员的培训与培养工作。他积极组织全

省裁判员培训，为成都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等高校

和市州累计培养了近千名专业裁判员。这些裁判员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光发热，为推动游泳项目在四川省的普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于晓舟作为“防溺水进万校”大型公益活动的骨干成员，积极

参与项目的实施与效果的达成工作。他深知溺水事故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他积极推动防溺水“四进入”工作，即进万

校、进社区、进办公大楼、进休闲健身场所，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防溺

水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于晓舟的付出与努力不仅赢得了同行的尊敬与认可，还为四

川游泳事业的发展树立了标杆。

本报记者 冯 蕾

余萍是一名在广场舞、民族舞、健身秧歌领域深耕细作20年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同时也是青海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副会长、西

宁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小羚羊艺术团团长。自2004年获得

国家级健身秧歌裁判和教练证书以来，她便致力于在青海推广和

普及健身秧歌等群众体育活动。20年来，她在西宁的广场上留下了

无数汗水与欢笑，更将这份热爱与执着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在小羚羊艺术团的带领下，余萍多次带领团队成员参加全国

及省级的舞蹈大赛，屡获佳绩。2007年和2009年，小羚羊艺术团代

表青海省参加全国亿万妇女健身秧歌大赛，分别荣获二等奖和民

族展示健身奖。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余萍及团队努力的肯定，更是对

青海舞蹈文化的一次次精彩展示。

余萍带领小羚羊艺术团在中央电视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谁

是舞王》广场舞民间争霸赛中，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全国季军，向世

界展示了青海独特的民俗民风。

余萍在舞蹈技艺上追求卓越，在社会责任上勇于担当。她积极

组织协会成员到社区、农村等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将健身秧歌、

手拍鼓、健身气功和锅庄舞等项目带到基层群众身边。这些活动丰

富了基层群众的业余生活，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养。

在余萍的带领下，西宁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成为了青海地

区群众体育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走遍青海的各州县和西宁市的

各社区进行演出，还深入到部队、农村、工地、养老院、特殊学校等

地进行慰问演出。这些活动赢得了一致好评，更让余萍和她的团队

成为青海人民心中的明星。

面对荣誉和赞誉，余萍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她说：“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宗旨是‘奉献、服务、健康、快乐’，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本报记者 顾 宁

在西藏拉萨的金珠西路，有一个闪耀

着活力光芒的体育组织———金珠西路全

民健身站。它的前身是金珠西路格桑林卡

老年文艺队，2012年转型为社区文艺队

后，发展势头迅猛，如雄鹰展翅翱翔于社

区文化的天空。2014年，该站迎来重要里

程碑，被自治区社体中心定为金珠西路全

民健身站。

自创建以来，金珠西路全民健身站始

终致力于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

度融合，为居民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十年

间，他们积极投身各类活动，社区广场舞

是其核心项目。每天傍晚，夕阳映照下的

社区广场上，欢快的音乐准时响起，队员

们身着绚丽服装，面带自信笑容，犹如灵

动音符汇聚成欢乐海洋。在这里，不同年

龄层的居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尽

情释放热情与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全民健身站的队员们

无偿服务、无私奉献。为了更好地领舞，带

动更多群众参与广场健身活动，队员们每

次值班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音

乐、学习舞蹈，却不收取任何报酬。

除广场舞外，文艺演出和表演活动也

是金珠西路全民健身站的特色。他们精心

编排的节目形式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小

品等，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让人们感

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自治区、拉萨

市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种比赛活动，

屡获佳绩，为社区赢得诸多荣誉，也受到

了中央媒体的关注与报道。金珠西路全

民健身站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成功推

广和引领了群众健身活动，让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并加入健身

行列。他们宛如一束阳光，照亮社区居民

的健康之路；又似一股清泉，为社区文化

注入新活力，促进了社区居民关系的融

洽，提升了社区凝聚力。金珠西路全民健

身站将继续秉持“活力、健康、快乐”的理

念，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提高服务质量，

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多优质的体育文化活

动。

本报记者 顾 宁

陕西省米脂县健步协会是一个年

轻的协会，2022年8月正式成立后，便肩

负起为全县人民健康努力的重任，积极

探索创新，组织了一系列的健步活动，

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协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活动，壮

大队伍。每天清晨，队员们迎着第一缕

阳光，统一着装，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

走在新建成的体育场上，成为米脂县一

道亮丽的风景。健步队伍吸引了众多居

民参与，不断发展壮大，会员从最初的

几十人增加到如今的几百人。

在培训学习方面，协会成立至今已

组织两次大型培训，并进行体能测试，

为体能测试合格者颁发社会指导员证

书。通过专业老师指导和网络上图文并

茂的宣传学习，队员们掌握了骏马健步

新套路、新动作，有效提高了队伍整体

素质。

不仅如此，米脂县健步协会还积极

参与全国省市县和老体协组织的体育

活动。2022年7月参加陕西省第十七届

运动会迎圣火活动、榆林市骏马健步走

展演活动，老体协每年举办的迎国庆健

步走展演活动，2024年5月应邀参加第

二十二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6月参加

青海龙羊峡爱我中华徒步天下活动，以

及县工会组织的全县广播体操比赛开

幕式活动等，并在2023年7月榆林骏马

健走交流展演活动中荣获优秀奖，得到

群众的认可。

此外，协会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带领会员利用早晨健步前的热身

运动学习健身操、广场舞、动感拉伸运

动等，让健步队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开始锻炼。同时，在“五一”“七一”

“国庆”“元旦”等节日举办户外庆祝活

动，丰富会员生活。在协会的努力下，

健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们的身

体更加健康，生活也更加美好。米脂县

健步协会正以实际行动为全民健身事

业添砖加瓦，引领更多人走出健康、走

出快乐。

本报记者 轧学超

近年来，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由代县健身气

功协会发起成立的代县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队积极作为，成为当地推动全

民健身、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

量。

自2021年起，代县健身气功协会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建起一支由

130余名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构

成的志愿服务队。在4年时间里，志愿

服务队每年开展13次活动，足迹遍布

代县农村、社区，以及县直机关、单位

和企业。

这支志愿服务队以普及推广健

身气功·八段锦功法为核心任务，深

入基层开展公益教学培训。在代县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志愿

服务活动在财力、物力方面获得有力

保障。志愿者们秉持“义务教学，免费

培训”的原则，不断强化技术升级与

功法培训，严格队伍管理，确保教学

活动高质量开展。

无论是乡间村舍，还是社区广

场，亦或是机关单位的活动场地，都

能看到志愿者们耐心教学的身影。他

们不畏艰辛，以苦为乐，用专业的指

导和热情的服务，带动越来越多的群

众参与到健身气功八段锦的习练中

来。

截至目前，志愿服务活动已覆盖

全县23个村、6家县直机关，惠及近千

名群众与干部职工。许多参与者反

馈，常年习练八段锦后，身体状况明

显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随着公

益教学活动的持续推进，八段锦在代

县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习练人数

现已突破5000人。

这一传统特色体育项目的推广，

不仅增强了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更

为农村地区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

有力推动了乡村文化振兴。

代县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表示，服务队坚持“积极扶持、长

期服务、落实对象、责任到人”的网

点式发展模式，持续加强农村、机关

健身气功站点建设，为当地群众提

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让健身气

功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挥更

大作用。

陕西米脂县健步协会

健步同行 促全民健身发展

以体育助力凉山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