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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气温逐渐下降，但市民

越烧越旺的运动热情却让这个冬天变

得格外火热。新冠疫情虽然给体育工

作造成了暂时的影响与困难，却也催

生了新的机遇。随着杭州亚运会的日

益临近，提升体育治理水平成了当务

之急，更多现代技术进入大众视野，足

不出户就能完成咨询、购票甚至运动

需求。随着数字化平台上线，体育项

目真正实现便民服务。

2021 年，智慧体育势必让全民

生活更美好，全民健身更便捷。

掌上便捷服务、智能化场馆管理⋯⋯新科技助推全民健身

智慧体育，让杭州人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杨静

通讯员 张鼎 李哲敏 王春 葛翩 钱冰冰

优化业训模式
多措并举培养后备体育人才

全力做好体育竞赛筹备和参赛工作。

制定 2021 年第二十届杭州市运动会相关

规程，共设置24个大项、33个分项、777个

小项、933 枚金牌；联合市教育局开展市中

小学生阳光体育竞赛活动，共 36 项比赛。

组队参加了游泳、田径、举重等省青少年比

赛70余项次、省青少年阳光体育（体传校）

比赛 15 项。杭州市运动员在各项省锦标

赛中共获得 635 枚奖牌，其中金牌 273 枚、

银牌175枚、铜牌187枚。

深入推进体教结合。建立体育、教育

部门联席会议机制，谋划“体教结合”“市队

联办”新模式；通过协调学籍、做好文化考

试组织工作、调整制定训练计划等，促进运

动员全面发展；加强对全市 83 所“体教结

合、市队联办”学校的监督与管理，在教练

员团队、训练资金、后勤保障等方面提供支

持；做好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工作和

2020-2023 周期浙江省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工作。

着力抓好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落

实《奥运争光计划》、《2020 杭州“亚运争

光”保障计划》，梳理统计备战杭州亚运会

和东京奥运会拟重点培养的杭州籍运动员

信息，根据运动项目情况和布局，有计划地

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和体育后备人才。认真

做好省、市运动员年度注册工作，组织修订

《杭州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首次通过

浙里办平台无纸化开展 2020 年浙江省青

少年(儿童)运动员注册工作，共有 7590 名

运动员完成了年度注册工作，省注册运动

员总数达到 14282 人；杭州市注册运动员

年度注册新增3000多人，市注册运动员总

数达到 50009 人。本年度确认国家二级

运动员 200 余人，申报国家一级运动员

109人。

此外，对运动员进行生化测试监控

1500 余人次。全面提高科学训练和科学

管理的业务水平，杭州市共有 121 人纳入

浙江省“双百培养工程”。

随着 2021 年东京奥运会、2021 年陕

西全运会和 2022 年亚运会、2022 年省运

会的临近，杭州将继续巩固和扩大优势项

目，紧盯弱势和潜优项目，切实提升竞技水

平，争取杭州籍运动员在国内外大赛上取

得更好成绩。

面对突发疫情
杭州体育危中见机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杭州市体育局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

案，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以最严

举措落实疫情防控。暂停开放全市经营性

体育健身场所和公益性体育场馆，取消或

延迟全市群众性体育活动，预防聚集性感

染；做好疫情防控宣传，通过投放抗疫广

告、参与新闻发布会、制作发布“宅在家里，

锻炼身体”系列健身小视频等开展体育防

疫宣传；全市42个体育场馆为在杭援鄂医

务人员免费开放，226 家民营场馆开展优

惠 活 动 。 同 时 ，指 导 发 放 体 育 消 费 券

1414.8 万元并协助体育企业融资，推进体

育事业发展。

随着疫情风险等级的降低，体育运动

又成为了市民生活常态。市体育局以推进

亚运城市行动为抓手，构建了“全民健身共

享亚运10+100+1000+1500”赛事活动体

系，全年累计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1500

余场次，其中“2020 杭州市全民健身日全

市大联动”活动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新华社、新浪中国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和

报道。

举办了杭州毅行大会暨绿道毅行系列

活动、横渡钱塘江、全国全民体能大赛总决

赛等10余项大型品牌赛事活动，充分调动

了群众参与积极性。杭州毅行大会暨绿道

毅行系列活动通过“1 个主会场+13 个分

会场”的模式，共吸引 25 余万人次线上线

下参加。

进入亚运周期
加快提升体育智慧化水平

无论是 2018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25 米），还是 2022

年将举办的亚运会，杭州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世界的焦

点。进入亚运周期，杭州的智慧体育已然插上翅膀，更多

现代技术运用到人们的锻炼中，包括智慧化的设施、场馆

的改造，智慧体育新环境的创造，不断提升公共体育场馆

服务水平。

杭州市体育局开发了“AI动杭州”微信小程序，搭建

了赛事报名、购票支付、培训报名、科学健身、协会组织、

百姓健身房、场馆地图等便民服务应用版块，并打通杭州

健康码、钱江分调用接口。杭州（国际）毅行大赛等20余

项赛事和培训已实现在“AI动杭州”上报名。目前，按照

省体育局“全民健身地图 2.0”有关工作要求，全市 36 个

公共体育场馆和 79 个百姓健身房相关信息已推送至省

体育局数字化平台。

九堡体育中心全馆实现大数据监控，小到场内人数、

温度，大到泳池实时水质监测，都可以随时获取数据。而

且，用黑科技运动的方式也相当吸睛：穿上整套装备打

“投屏棒球”、与荧幕上的狮子来场赛跑、还有真人AR竞

技游戏体验，通过AR眼镜，就能和对手来场虚拟世界的

PK。

利用 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查询体育场馆、健身

房的使用情况，购买团课、私教课、完成预约入场，使用智

能更衣柜等已经成为杭州市民的运动日常选择。杭州越

来越多体育场馆实行智能化运营管理系统并向无人化管

理迈进。九堡文体中心被列入浙江公共场所服务大提升

“9 月亮点项目”，西湖文体中心则入选了全国体育服务

综合体典型案例。

智慧体育的发展，既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开展，也推动

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所有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均已实

现掌上办和网上办，提升了办事效能。并且，持续推进

“互联网+监管”模式，在全市体育系统推广使用“浙江省

行政执法兼管理平台”和浙政钉“掌上执法”。

阿里体育中心各种智慧体育项目人气爆棚。

（左、中、左下图） 本报记者 吴煌 魏志阳 摄

阿里体育中心各种智慧体育项目人气爆棚。

（左、中、左下图） 本报记者 吴煌 魏志阳 摄

横渡钱塘江是每年杭州的品牌赛事。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