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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府办发〔2021〕21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体育强国的决策部署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国办发〔2019〕

40 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重庆建设体育强市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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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

要求，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

业协调发展，努力建设体育强市，奋力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夯实体育强市建设基础。体育发展体制机制更

加顺畅，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项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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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增项和扩项，体育产业布局合理、体系完善，市民身体素养

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成为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

加健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9%，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2.5 平方米，《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城乡居民人

数比例达到 93.9%。竞技基础项目得到巩固，“三大球”(足球、

篮球、排球)水平明显进步，全项目参加全运会并在奥运会、全运

会、全国冬运会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创造佳绩，综合实力显著

提高。积极申办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2000 亿元。 

到 2050 年，全面建成体育强市。市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

体育综合实力和城市影响力西部领先、全国前列，体育成为重庆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事业。 

二、重点任务 

(一)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全民健康整体水平。 

1.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健

康中国行动，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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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围绕便民惠民抓好全民健身建设。健全市、

区县(自治县和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

县)两级全民健身工作机制，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行业和人群间均等化，重点

扶助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全民健身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 

2.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加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

园、多功能运动场、健身广场以及足球、冰雪运动等场地设施建

设。充分利用重庆山城特色，打造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和全民健

身步道。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推动户外运动设施建设。

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体育场所，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政策，有序促进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3.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打造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办

好全民健身运动会，强化全民健身日和全民健身月活动引领。推

动“区区有品牌，县县有特色”全民健身特色品牌创建。组织好

残疾人、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全民健身活动。落实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响应“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

大力推广和普及冰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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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全民健身组织体系。加强市、区县两级体育总会、单

项体育协会建设，提升乡镇和社区体育组织覆盖率，完善覆盖城

乡、规范有序、富有活力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带动各类体育项

目和各类群体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指导服务，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5.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加快全民健身场馆设施的大数

据、智慧化发展，开展智慧体育场馆建设，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全

民健身智慧化服务和体育场馆信息化管理水平，为群众参与体育

活动提供便利。加快打造体育重庆在线惠民服务平台等智慧体育

服务平台，扩展体育宣传途径，及时发布赛事、活动、场馆、科

学健身等信息。 

(二)夯实竞技体育项目建设，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6.优化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相结合，

充分发挥体育协会和企业等社会力量作用，结合备战奥运会和全

运会推动形成开放、多元、可持续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区县、

高校、社会俱乐部合作共建优秀运动队，扩大我市全运会备战规

模，在不断增项扩项的基础上，促进项目结构更加优化。逐步恢

复游泳、排球、体操等项目，力争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全项目参

赛。围绕“三大球”、三个基础大项(田径、体操、游泳)、“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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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解决缺项和短板问题，强化基础项目、

体能项目、集体项目，突出各项目的竞争意识和基础体能，重点

打造跳水、田径、拳击、跆拳道、举重、羽毛球、足球、篮球等

项目。 

7.构建科学训练体系。加强优秀运动队复合型团队建设，科

学制定训练计划，坚决落实“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

动量训练要求，系统引进国内外前沿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深化

对项目训练竞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提高训练效益与质量。

积极创建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和全国性单项体育训练基地，打造国

家队冬训、夏训转训基地。 

8.围绕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基础。深化体教融合

发展，推进学校体育课程质量提升。探索多元化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体系，完善体育后备人才选材和输送渠道，建立后备人才库和

输送奖励机制。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训练管理，提高区县体

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训练质量。完善联合办赛和联办运动队机

制，融合发展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和体育后备人才赛事体系，鼓

励高校积极申报设立高水平运动队，积极承办全国性青少年赛事。

构建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和支持体系，发挥社会力量开展青

少年体育活动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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