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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政发〔2021〕6 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

府各部门： 

现将《河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10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河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国发〔2021〕11 号）精神，进一步提高全省人民

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抢抓 2022 年北



 - 2 - 

京冬奥会筹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三大机遇，深入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

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强省和体育强省。 

（二）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

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超过 39.3%，县（市、区）、乡镇（街道）、

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

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 2.16 名，带动全省体育产

业总规模达 3000 亿元，构建健身人群全覆盖、健身时段全开放、

健身形式多样化、保障措施多维度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开展全省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现状调查，编制省、市、县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2021—2035 年），衔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制定河北省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

和体育公园建设指导意见。落实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分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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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责任，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盘活城

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倡导

土地复合利用、探索利用符合条件的“四荒”土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和存量房产潜力，规划建设贴近社区、

方便可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同步增设科学健身指导和体育文

化宣传设施。全省新建或改扩建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

体育场馆不少于 105 个，社会足球场不少于 706 片，实施乡镇

（街道）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项目不少于 265 个，数字化升

级改造公共体育场馆不少于 55 个。（责任主体：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以下各项任务责任主体均涉及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不再列出；责任部门：省体育局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

农村厅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运营管理水平。鼓励采取公开

招投标方式筛选运营团队，将公共体育场馆预订、赛事信息发布、

经营服务统计等工作委托社会力量承担，提高运营效率。建立健

全场馆运营管理机制，改造完善场馆硬件设施，做好场馆应急避

难（险）功能转换预案，提升场馆使用效益。落实大型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强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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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优化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加大场馆向儿童、

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开放的绩效考核力度。挖掘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开放潜力。做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学校体

育场馆分时分段向社会开放工作。在政策范围内采取必要激励机

制，鼓励各地委托专业机构集中运营本地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

校体育场馆。（责任部门：省体育局牵头，省教育厅、省卫生健

康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展“我要上全

运”“社区运动会”等群众赛事活动，举办全省全民健身联赛、

系列赛、单项赛，制定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和群众参赛指引，每

年开展广场舞、健步走、羽毛球、乒乓球、八段锦、太极拳等群

众赛事活动不低于 1600 场次，“社区运动会”不低于 500 项次。

大力发展“三大球”运动，推动县域足球推广普及。持续开展新

年登高、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全民健身日、“行走大运河”、“走长城”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主

题活动。加强京津冀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联动，支持雄安新区承办

高水平全民健身赛事活动。鼓励农村利用农民丰收节、传统节日

开展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和农民运动会。推广居家健身和网络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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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赛事活动。（责任部门：省体育局牵头，省公安厅、省教育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实施赛事活动品牌塑造计划。打造以“健康河北 活力

燕赵”为主题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会、

冰雪运动会、红色运动会、冀超冀甲等一批赛事活动品牌建设。

创新市、县“一地一品”形式内容，持续提升张家口滑雪、承德

滑冰、秦皇岛轮滑、廊坊信鸽、保定空竹、沧州武术、衡水马拉

松、邢台自行车、邯郸太极拳等品牌知名度。（责任部门：省体

育局牵头，省教育厅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壮大科学健身指导人才队伍。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

每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 6600 名。依托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信息平台，构建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建立社会

体育指导员考核、评价、激励机制，鼓励乡镇（街道）、行政村

（社区）聘用退役运动员、健身达人、体育教师等从事社会体育

指导员工作，提高指导服务率和服务质量。发挥河北奥运冠军的

辐射带动作用，开展线上公益科普活动。面向大、中学生和社会

人士招募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机

制。（责任部门：省体育局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