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 第1期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01．30 No．1

1111生i旦 塑璺!堕旦!垒垒竺堑兰翌堑堕里呈也!皇堕呈g f墨竺竺!璺!塑堡些!墅垒2堂 坚坚!Q!!

邯郸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证研究
赵进杰，高玉敏

(河北工程大学公共体育部，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社区体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管理、场地设施、人才指导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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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城市社区建

设也相应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十二五”时期

加快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政府的基本

职能，也是保障社会公众基本体育权益和享有基本

体育服务的具体体现，促使社区居民身体素质的不

断提高，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前基本

实现现代化、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城市社区为切入点，

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对邯郸城市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体系展开研究，旨在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

质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献计献策。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以社区体育为研究对象。围绕社区体育公共服

务中的组织管理、场地、信息等相关内容展开分析。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大量阅读和分析有关社区

体育公共服务研究的文献约百余篇(册)，并通过邯

郸市体育局网站对近年来河北省以及邯郸市的体育

法规建设及群体工作大事进行了系统梳理，获得了

较为宝贵的资料，在总结经验和开拓创新的基础上，

研究和探索城市化提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社区体

育公共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2．调查法

对邯郸市体育局相关领导就目前邯郸市社区体

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专访；并深

入社区、街道、居委会的健身场所(点)进行实地

调研。

3．实证分析法

以邯郸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二、分析与讨论

体育活动与人类生活形影相随，不可分割，已

经被定义为决定人生幸福的核心要素。它不但丰富

了居民的生活内容，使居民获得了愉悦的身心体验，

亲历了体育文化魅力，在提高自身素质和生命质量、

陶冶情操等方面逐步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功能，有

助于社区居民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经济与物质条件的提高促进了社区居民健身意识的

增强，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政府对民生的日

益重视，更是推动了体育基本设施的建设，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保障。

(一)邯郸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现状分析

1．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要素分析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局之年，也是

四年新周期布局调整之年。邯郸作为经济较发达城

市，产业发展日渐合理，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已逐

步形成了以工业经济为支柱、综合全面发展的产业

发展模式。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2787亿元，增

长11．5％；全部财政收入303亿元，增长22．85％，

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59亿元，增长29．3％，全市经济

总量跃上新台阶，顺利实现了“十二五”开门红。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质量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

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法规建设现状分析

2011年2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201卜2015年

《全民健身计划》，对未来5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做了系统部署。《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及各项分规划相继颁布实施。邯郸市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围绕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

计划》，也相继出台了《邯郸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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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和《邯郸市体育事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在进一步深化落实

“三纳入”进程中，积极推动政府履行公共体育服

务职能，努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

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在让人民过上殷实富

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体育生活。

3．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管理现状分析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在社区体育活

动开展中至关重要。目前邯郸市体育公共服务管理

与供给服务组织主要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社区体协、

辖区各单位体协、居委会体育小组。管理类型上仍

是政府领导与指导下的社会公益事业，社区体育主

管部门不明确，体育健身活动宣传力度不够，缺乏

合理规划，在资金、场馆建设及使用等方面缺乏制

度保障。尤其是对于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和保

养方面，存在健身设施损坏、老化，健身器械任意

拆除，健身设施的安全隐患等种种问题，但尚未出

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及法律规范。

4．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场地设施现状分析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是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硬

件要素，也是满足社区居民健身需求的基本要素。

在对居民选择锻炼场所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

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健身设施，但受健身场

所地点较远，健身环境、健身场馆收费，无人指导

等因素限制，选择在家庭附近路边空地锻炼成为社

区居民的首选，占45．6％，其次为：公园广场、单位

体育场所。而选择到收费场馆锻炼的居民比例最低，

只占6．5％，邯郸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生活质量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加强场地设施建设，整合现有

场馆资源，提高体育场馆的开放率和使用率是体育

场地设施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5．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网络信息现状分析

通过对邯郸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公共服务总体满

意度的调查可以看出，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虽

然各级政府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服务平台，及

时发布各类信息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初步建立

了政府、社会与居民之问的信息服务通道，为居民

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然而，市政府网站还

未曾建立相应的体育健身专栏，在市体育局所发布

的群体信息中，相关信息面比较狭窄，信息更新频

率较低，体育公共服务的知晓率较低，社区居民对

公共服务体系概念的理解较为模糊。

6．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指导员现状分析

目前，邯郸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级别比例发展失

衡，绝大部分体育指导员仍停留在较低水平，服务

质量难以提高。其次，体育指导员类型发展失调，

管理型人员比例过大，真正从事实践指导的人才匮

乏。体育指导员总量不足，专业文化水平较低，技

术能力较差，年龄、精力等因素都影响着工作效率，

质量上还是难以满足市民的健身指导需求，严重阻

碍了群众体育的科学化、持续化发展。

7．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经费现状分析

目前，邯郸市体育经费来源渠道主要包括政府

拨款和自筹资金，也有一部分源于社会捐赠或企业

单位与个人提供的资金支持，拓宽了体育经费的补

充渠道。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发

行，尽管其在总资金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但传统

的政府拨款仍然是体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供给主体

较为单一，既不能满足社区体育发展的需求，也从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体育公共服务的开展，造成了体

育经费供给的恶循环。

(二)邯郸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的

策略分析

1．强化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与管理

机构设置明确、权限划分明晰、良好的运行机

制以及各部门问的协调配合能够保障社区居民参

与、享受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激发社区居民

参与健身的热情，增强人际交流和情感交流，创造

和谐健康的的锻炼氛围，有助于社区居民健康水平

的提高。管理上应逐步实现政府型向社会型的转变，

由大量的各类体育组织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管理，承

担体育管理的职能。

2．加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育设施建设

公共体育设施是城市体育规划的一部分，市政

府要根据当地发展实际状况，大力修建健身设施、

健身路径，发挥体育场馆的功能，为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充分利用广

场、绿化带、公园等公共场所和山野等自然条件，

开辟室外体育健身设施和户外运动设施。(2)学校

体育场馆向市民开放。按照就近原则，为学校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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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发放锻炼卡，政府每年按照参与锻炼人数给

予学校在管理、设施维护方面的经费，并不断在设

施的增添、更新方面给予优先政策。 (3)体育主管

部门每年依据分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有关规

定，增加全民健身工程器械的维修基金，为健身场

所设施投保，以减少基层社区由于体育经费不足而

遇到的实际困难。 (4)新建小区要认真执行国家社

区体育设施人均用地标准，并由体育部门参与验收。

3．建设体育公共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

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平台

的散发性、辐射性，及时发布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

法规，社区体育竞赛活动，国民体质监测标准以及

监测结果，扩充全民健身知识信息量，提供健身信

息的咨询和指导等。通过网络信息交流与反馈，能

够帮助社区居民了解更多体育知识，满足健身需求，

及时解决体育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实现

信息供给“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加大体育活动

的宣传力度，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4．培育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指导员队伍

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要加大邯郸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培训力度，建立健全培训机制，进一步提高

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1)成立专门行业管理机构，

对已注册体育指导员队伍实施动态管理，认真落实

现有体育指导员的再培训工作，重点加强体育法律

法规及专业技能知识培训，提升体育指导员队伍质

量和服务水平。 (2)扩大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弥

补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局面。(3)对已经取得高

级体育指导员证书的人员组织开展行业交流，及时

了解行业发展政策和信息，发挥指导骨干作用，推

进全民健身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

5．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

进一步深化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将全

民健身事业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严格管理，

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资金支持和

保障。

6．营造崇尚和参加体育健身的社会氛围

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平台，以“全

民健身日”、重大体育比赛及各种体育活动为载体，

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宣传体育政策、体育知识，普

及科学健身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开展“终身

体育”、“健身是一种生活习惯”、“靠健康奔小

康”等主题教育，增强公众健身意识，形成崇尚和

参加体育健身的社会风气。同时，积极开展“体育

进社区”活动，做好体育健身咨询，推动社区体育

组织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引导广大社区居民形

成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结论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是一项系统

工程，政府等行政部门要立足邯郸实际，充分发挥

主导作用，以落实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理念为基础，

努力提高体育公共服务和组织管理水平，保障社区

居民实现公共体育利益的最大化和均等化，促进社

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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