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的体育产业开发萌芽于上
个世纪 80 年代初，从最初的接待外
国体育旅游团体，开办体委招待所，
到社会开办的体育经营实体大量涌
现，从无到有，逐步兴起。直到 1998
年，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包头
市体育产业开始进入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1998 年之后，包头市通过
商业运作先后举办了中巴、中德、中
韩、中乌国际足球对抗赛，国际女子
网球卫星赛、国际山地自行车越野
赛、全国乒乓球擂台赛、全国青少年
游泳锦标赛等 20 多项国际和全国比
赛，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探索了有效途
径，同时也标志着该市体育产业的发
展逐渐向市场化运营的转变。

体育彩票销售是国家和社会共
同兴办体育事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同
时也是包头市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柱。包头市于 1995 年开始体育彩
票销售工作，2002 年电脑体育彩票
正式联网开通，当年体育彩票销售为
900 万元。在 17 年时间里，年销售量
由 2002 年 最 初 的 900 万 元 ，跃 至
2018 年突破 9 亿元大关，为该市解决
了近 1200 个就业岗位。体育彩票销
售量的突飞猛进，像一针强心剂为包
头的体育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又
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包头的体育事
业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体育彩
票公益金的增加，不仅为全民健身的
蓬勃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为竞技体
育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
院高度重视发展体育工作，相继出台

了多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从提出产业发展目标，丰富赛事
活动、完善赛事体系，壮大市场主体、
优化市场环境，优化产业布局、加强
平台建设，强化协调配合、加强资金
保障等五个方面规划了体育竞赛表
演产业发展。现如今，包头市在不断
引进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的同时，
更加注重本土特色赛事活动的组织
开展，该市着力打造的包头国际马拉
松赛、ATP 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全
国青少年夏令营、“娜荷芽杯”呼包鄂
幼儿足球邀请赛已成为包头市体育
产业发展的核心，其辐射作用和渗透
功能已成为包头市对外的窗口和形
象的名片，更是成为了推动包头市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目前，包头市基本上形成了以竞
赛表演、健身休闲为引领，体育场馆服
务、体育培训、体育用品贸易等共同发
展的产业体系；随着体育产业向纵深
发展，未来的包头体育产业必将与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健康、体育广
告、体育传媒、体育会展等相关产业相
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走出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包头体育的发
展历程，其既是一个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发展过程，
又是一个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和敢于
破解难题的改革过程。我们深信，伴
随体育工作社会化、集约化和多元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体育法制的日臻完
善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包头体育
事业必将更加辉煌。

70年
包头实现了竞技体育工作的新跨越

70年
包头创造了体育设施建设的新飞跃

70年
包头开创了群众体育工作的新样板

包头体育设施建设主要经历
了三次发展高潮。1956年，东河区
体育场的建成，结束了包头市没有
大型体育运动场所的历史；改革开
放后，该市先后建成包头市人民体
育场、一机体育场、银河游泳馆等
大型公共体育设施，到 1994 年年
底，全市共有各类体育场 14 个，平
均 7 万人 1 处。2005 年，第五次全
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包头拥有各
类体育场地 1518 个，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为 0.6 平方米。第六次普查
后，包头市一座座现代化、多功能
和实用型的体育场所如雨后春笋
遍及全市各地，到 2018 年年底，包
头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3178 个，比
2005年前增长了 52.1%，场地用地
面积增加了 20 倍，人均场地面积
增加到2.29平方米。

现如今，包头市体育场馆设施
建设逐步形成了“点、线、块”的格
局。“点”是指位于新都市区的市奥
体中心和体育中心（两馆一中心）

等场地设施，是全市最大的竞赛表
演、健身休闲中心集群区域。“线”
是指已经建成的钢铁大街、建设路
百里绿道，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奥
林匹克公园、劳动公园、八一公园、
兵工路绿色走廊、昆河公园等每一
个长度都超过 10 公里的步行、慢
跑、骑行健康步道，“一横、三纵、多
环”的线状健身步道覆盖全市，老
百姓出门 10 分钟就能就近锻炼身
体。“块”是全市 70 多处 1 万平方
米以上的公园广场绿地，以及 28
个社区运动休闲公园。在此基础
上，包头市还先后建成小型健身活
动点（活动室）2243 个，各类全民
健身辅导站点 704 个，规模较大的
体 育 场 馆 及 全 民 健 身 中 心 达 到
300 多个，覆盖率达到 80%；全市
39 个苏木乡镇已建成小型全民健
身中心 37 个，覆盖率 95%；全市
255 个城镇社区全部建有全民健
身路径以及健身设施，行政村全民
健身点实现了全覆盖。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众体育
运动受到重视并全面开展起来。
在 70 年代末期，包头体育组织基
本局限于各大厂矿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成立的体育协会，有市级
体协 15 个，基层体协 62 个，人数
17000 多人。1995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实施后，随着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
计划纲要》等一批规范性文件的
先后出台，促使该市群众体育和
全民健身运动得以沿着健康的轨
迹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期深化
体育改革、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
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作出新部署，全民健身进一步上升
为 国 家 战 略 。《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的出台，更是为群
众体育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保障。

现如今，包头市共有社会体育
组织 355 个，其中，市级体育协会
共有 47 个，体育俱乐部 80 个，旗
县 区 级 体 育 协 会 和 体 育 俱 乐 部
228 个。旗县区级体育总会，老年
人体育协会实现了全覆盖。有 6
个旗县区成立了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达
茂旗、固阳县和稀土高新区）。这

些社会组织每年组织开展的竞技
类、休闲类和娱乐类赛事活动达
400 余场，参与人数 150 万人次。
近两年，包头市已组织万人以上大
型赛事活动 30 多场次，千人以上
活动 150 多场次，组织规模较大的
传统项目比赛近 40 多项，全市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2％
左右，国民体质测试合格率达到
92%，健康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2019 年 ，包 头 市 以 构 建“ 亲
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体系为
目标，举办了贯穿全年的包头市第
一届全民健身体育节，针对儿童、
青少年、中老年等不同年龄和群体
开展 70 多场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
和体育比赛，使“全民健身”迅速开
展，群众的体育健身意识逐渐增
强，体育活动普及程度显著提高。
同时，该市以“周六一起走”“三小
球”鹿城争霸赛等品牌赛事为引
领，积极带动全市各旗县区以及社
会体育组织、协会、俱乐部等社会
力量承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将群
众喜闻乐见的体育娱乐项目引进
商场，推进社区，走进企业、走到群
众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
围，掀起了全民健身的新高潮，打
造了城市全民健身新品牌，开创了
全民健身活动的新样板。

20192019 年年 99 月月 2525 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版式策划版式策划：：李晓菲李晓菲
制图制图：：李晓菲李晓菲44

包头体育局篇包头体育局篇

包头包头：：奏响体育事业发展最强音奏响体育事业发展最强音

70年
包头走出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2019 年鹿城·全国青少年夏令营暨 2019 年鹿
城·“娜荷芽杯”呼包鄂幼儿足球邀请赛开幕式。

包头市体育中心。

20192019 年全国男子水球冠军联赛
年全国男子水球冠军联赛··包头站包头站。。

包头市首届全民健身体育节
包头市首届全民健身体育节。。

包头包头，，是伴是伴

随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而逐步发随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而逐步发

展壮大的一座工业城市展壮大的一座工业城市，，拥有内蒙古最拥有内蒙古最

大的钢铁大的钢铁、、铝业铝业、、装备制造和稀土加工企业装备制造和稀土加工企业，，是是

国家和内蒙古重要的能源国家和内蒙古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原材料、、稀土稀土、、新型煤化工新型煤化工

和装备制造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誉称誉称““草原钢城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稀土之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70 周年周年。。7070 年来年来，，伴随着我国改伴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发展，，包头的体育事业也发包头的体育事业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回顾包头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回顾包头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最鲜明最鲜明

的特征是改革创新的特征是改革创新，，最显著的成绩是快速发展最显著的成绩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最突出的标志是

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包头体育事包头体育事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依托于全市依托于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的巨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的巨大推动，，形成了具有地域形成了具有地域

特征和现代化工业城市特点的特征和现代化工业城市特点的体育体育事业发展格局事业发展格局，，取得了令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人瞩目的成就，，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这

些成绩的取得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受惠于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无不受惠于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

和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无限活力和巨大动力和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无限活力和巨大动力，，包头体包头体

育事业不断发展育事业不断发展，，不仅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不仅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而且也为全市而且也为全市

现代化建设事业作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出了重要

贡献贡献。。

包头竞技体育的发展，得益于改革
开放带来的难得机遇，得益于体育系统
的深化改革和与时俱进的竞技体育发
展战略。该市体育健儿在射击、拳击、
排球、篮球、曲棍球等项目上取得了许
多优异成绩。包头运动员岳勇在1993
年汉城射击世界杯比赛中，以 666.5环
的成绩打破手枪漫射世界纪录并获得
金牌，填补了自治区没有射击世界冠军
的历史；时为民在全国第九届全运会男
子小口径自选步枪 60 发卧射比赛中，
以 693.5环获得金牌；杨晓丽先后三次
获得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冠军。在团
体项目上，包一中女排先后三次获得全
国中学生运动会排球赛冠军，2010 年
获得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亚军。包
三十三中男女篮球队先后在国家级、自
治区级的赛事中获得了 30 多个冠军，
市体校曲棍球队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
的体育后备人才。

1998年—2010年，包头市连续四
届获得自治区全运会团体总分第一名；
其中，2010 年包头市更是荣获了自治
区第十二届全运会团体总分和奖牌总
数第一名的突出成绩。在2018年自治
区第十四届全运会上，该市的排球、篮
球、曲棍球、橄榄球、羽毛球、网球、游
泳、电子竞技等竞技体育项目占有绝对
优势，这充分体现了该市竞技体育整体
水平的提高。历年来，包头市运动员在
国际国内的重大比赛中，共获得金牌
84枚、银牌98枚、铜牌75枚，破世界纪
录 9项次、全国纪录 18项次；在自治区
比赛中，包头市运动员共获得金牌689
枚、银牌844枚、铜牌499枚，破自治区
纪录745项次。

近年来，根据国家竞技体育发展
的总体要求和自治区关于加快体育
事业发展的决定，包头市在战略转移
与重点突破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在设立奥运项目的基
础上，更加重视青少年后备人才训练
体系的建设力度。根据统计数据显
示，随着包头市对青少年竞技体育投
入的不断加大，在 2012 年—2018 年
期间，该市每年注册登记的青少年等
级运动员达 260 多人。截止到目前，
包头市共建有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 1 所、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
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2 所、国家级青少
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 1 所、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 12 所、自治区级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 15 所、自治区级青少年
足球俱乐部 3 所、自治区级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 5 所、自治区级篮球项
目特色学校 4 所、自治区级排球项目
特色学校 4 所。其中，包一中女子排
球队、包钢一中足球队、包三十三中
篮球队、万水泉小学曲棍球队多次代
表国家和自治区参加国际和全国的
大赛，不仅为国家、自治区和包头市
争得了荣誉，而且培养和输送了大批
优秀的体育人才。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将内蒙古列
为全国足球运动改革与发展试点省
区，包头迎来了足球事业的春天。足
球改革前，全市 252 个社区，只有 1 个
社区建有足球场，全市 269 所学校有
15%以上没有足球场地。在中央、自
治区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包头市
共建设各种类型的足球场共 400 片，
集中连片的足球场区有 5 处，这些场
地可以满足 64 支足球队和 1000 多人
同时进行比赛。

在青少年足球训练竞赛体系建
设上，自 2017 年开始，包头市不断整
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的资源
优势，积极在全市各中小学校推行

“部校通”足球改革工作，这项举措初
步构建了具有包头特色的青少年足
球训练竞赛体系，基本实现了有限资
源的科学运用。2018 年，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察组来包
头市调研，对包头市推行的“部校通”
足球改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
国进行了推广。

2019 年，包头市持续加大足球改
革力度和“部校通”工作覆盖范围，促
使该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到了 154
所，占全市学校总数的 43%，开展校
园足球训练的中小学实现了全覆盖，
参与校园足球活动的中小学生和在
园幼儿突破 4 万人，全市足球等级裁
判员达到 200 多名，等级足球教练员
达到 150 多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包头市足球项
目为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综合性比
赛中实现了奖牌、金牌“零”的历史性
突破。充足的资金、人才和场地保
障，进一步推动了足球文化在青少年
中生根发芽，也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
的足球运动热情。

20192019 包头首届国际马拉松赛包头首届国际马拉松赛。。

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乙级联赛——包头赛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火炬

传递包头站。

（本版文图均由包头市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