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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以汉寿县乡镇为例

张智明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农村体育是提升农民身体素质、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本研究以常德市汉寿县体

育发展水平领先的乡镇为样本，综合运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与数理统计等方法，系统剖析

当地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发现汉寿县农村体育的发展收到场地设施、村民自身、政府支持

及体育赛事开展等因素制约，并提出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体育设施，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依托龙舟等传统特色项目与乡村旅游结合，借助高校优势资源开展体育帮扶等措施，以提升

村民意识，推动农村体育高质量发展，以期通过体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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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推动乡村体育高质量发展、构建乡村体

育发展新格局、更好发挥体育在促进乡村振兴

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体育总局等 12 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乡村振兴政策、

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动下，乡村体育逐渐成为提

升农民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

段。汉寿，湘西北一块开放而文明的热土，地

处雪峰山脉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总面积 2

021 平方公里。辖 15 个镇，2个乡，4 个街道

办事处，1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汉寿县

作为曾经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汉寿县

酉港镇也曾被评为“亿万农民健身先进乡镇”，

其龙舟文化作为汉寿县的名片，拥有两千多年

历史的传统龙舟文化在汉寿县传播的有声有

色，还有龙舟制作技艺是湖南省第五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体育文化氛围

浓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1 农村体育发展现状分析

1.1 乡镇体育设施建设与使用情况调查

分析

体育场地设施对于群众体育的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经过调查和走访，汉寿县体育馆 2

017 年开始建设，2020 年建成，此前的近 20

年内，大型体育场馆建设一直未落成，期间群

众体育活动发展滞后。随机抽取的 4个乡镇中，

通过了解，镇上几乎没有专业的体育场馆，汉

寿县在乡村地区逐步完善了体育基础设施，许

多村庄建设了篮球场、健身广场、乒乓球台等

公共体育设施，为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健身场所。

在一些较大的村庄和社区，政府还安装了户外

健身器材，方便村民进行日常锻炼
[1]
。

村级的体育场地设施方面，基本都达到了

“一村一场地”的要求，每个村都配置了一块

室外篮球场，一套简易的健身器材，部分乡村

还有 1-2 张室外乒乓球桌，但基本都没有室内

的体育活动室，接近半数的乡村建设了简易的

健身广场，其场地设置的地点主要在村委、或

者村落的空地。由于农村群众居住较为分散的

特点，健身场地的位置不够便利，场地器材的

使用率较低。根据对各个乡村进行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篮球场的使用概率相对较高，使用

人群主要是学生群体较多，健身器材的使用频

率极低，室外乒乓球桌的使用频率也较低。

1.2 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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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和频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升，村民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对精

神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篮球、乒乓球、

羽毛球等现代体育项目在乡村地区也逐渐普

及。许多村庄会组织村民参与比赛，增强了村

民之间的凝聚力。广场舞和健身操在汉寿县的

乡村地区非常流行，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群体，

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广场舞队伍。其中，酉港镇

还成立了多个群众性体育项目协会，在各村成

立了辅导站，并和体协合力配备了相应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从汉寿县乡镇中随机抽取沧港镇、

酉港镇、太子庙镇、蒋家嘴镇 4 个镇 400 名村

镇居民进行问卷查，以了解居民对体育健身方

面的现状。通过问卷调查，随机抽取 400 名村

民作为调查对象，其中有效回收的问卷 327 份，

村民的年龄阶段为 30-65 岁之间，其中 45-60

岁的人口居多。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参与体育锻

炼的频率在逐年提高，健身意识在逐年增强。

有 57%的村民每周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为 1-2

次，3-4 次的有 7%，5 次以上的有 2%，32%的

人几乎不锻炼。村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较为

单一，占比最高的是跑步或散步，其比例占到

了 66.2%，健身舞蹈类的占 19.1%，球类占 5.

9%，游泳占 4.4%，其他占 2.9%。锻炼场地主

要在自家附近、乡间小路、健身广场等。

1.2.2 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
[2]

乡村体育的普及让更多村民养成了锻炼

身体的习惯，提升了健康水平，减少了疾病的

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邻里之间关系的

和谐。调查显示，村民是否听说过全民健身，

65%的表示村民听说过，对于是否愿意参加体

育锻炼，69%的村民表示愿意参加体育锻炼，2

3%的表示不愿意，8%的表示一般。对于影响村

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中，“缺乏运动健身指

导”占 42.3%，缺乏运动设施或运动器材的占

67.3%，“无人组织”的因素占 18.4%，其他原

因占到 15.6%。对于调查结果，随机访谈了一

部分村民，村民对于体育的概念较为传统，了

解的体育方面的知识十分的稀缺。近年来，随

着国家对防溺水安全方面的重视，汉寿作为一

个临水而居的地区，政府在防溺水安全方面的

宣传工作深入人心。

1.3 乡镇体育类机构发展情况

体育类培训机构的发展从侧面也能体现

当地群众体育的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汉寿

县城篮球类培训机构有5家，乒乓球类仅1家，

羽毛球类 1个，武术类 2 家，规格相对较大的

体育场馆有 4 个，游泳类培训机构 9 家，这类

培训机构几乎都集中在城关镇。目前发展相对

较好的项目主要是篮球和游泳。太子庙镇开设

了 1家篮球培训机构，2 家武术类培训机构，

其他乡镇几乎鲜少有体育类培训机构。作为龙

舟文化特色县城，汉寿县还拥有 2 家龙舟制造

公司。

1.4 汉寿县政府对体育发展的支持情况

1.4.1 文体活动资金使用情况

汉寿县近年来多元融合发展显著，把文旅、

体旅、交旅、农旅“四大融合”模式作为其发

展策略，将乡村体育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内容，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组织大型体育赛

事，以期实现以赛助旅、以赛兴业，推动乡村

体育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文体从汉寿县近 3

年的财政决算中，2023 年年度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 634.25 万元，占 73.75%；2022

年年度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77.78 万

元，占比 58.15%，其中群众体育项目支出为

16 万元；2021 年年度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 945.75 万元，占比 91.25%，其中体育竞

赛为 5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这一大项

的财政支持占到的全县支出的主要部分。

1.4.2 群众体育赛事组织情况

汉寿县每年会举办群众体育赛事，如篮球

赛、排球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万人健身

跑活动等，其中篮球赛的举办最为频繁，参赛

对象也更加群众化，相较而言，部分比赛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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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面较窄。某些乡镇还会举办农民运动会等活

动，激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特色传统体育赛事龙舟赛远近闻名，汉寿

县作为湖南传统龙舟之乡，每年都举办或参与

龙舟赛事，汉寿的龙舟文化作为汉寿的文化品

牌，龙舟赛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

众基础，龙舟文化作为汉寿县的特色名片，传

统龙舟文化深入人心，氛围十分浓厚。而龙舟

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酉港镇，在政府的引导下，

体育文化氛围也相对较为浓厚。全县打造的龙

舟约 200 条之多，其中酉港镇龙舟数量占到了

全县的近 1/3,24 村的龙舟数量近 60 条，近年

来汉寿举办和参与的龙舟赛事数不胜数，并取

得亮眼的成就。2024 年，汉寿县“清水湖杯”

传统龙舟表演赛、2024 环洞庭湖“常野杯”

龙舟冠军邀请赛、“庆国庆 迎丰收”龙舟赛，

三场龙舟赛吸引观众近 30 万人，促进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
[3]
。

2.影响农村体育发展的因素

2.1 体育场地设施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

第一，健身器材的位置影响了居民健身的

积极性。由于农村居住特地域的特殊性，不似

小区人口集中，分散性很强，体育设施的位置

选择难以辐射到大部分的居民，是以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居民的选择。第二，健身基础设施单

一，无法形成良好的运动氛围。大部分的村部

把运动器材安装在空闲场地或村部，主要以双

联漫步机、揉推器、按摩器、健腰器等为主，

较大的村落会有篮球场和乒乓球桌，但场地十

分有限，体育设施建设仍显不足，难以激发群

众的运动热情。第三，器材维护措施不到位，

室外健身器材，在长期无人使用和维护的情况

下，器材质量逐年下降，损耗严重，影响居民

的使用。

2.2 村民自身原因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

响

第一，农村人口结构特殊，年轻人多外出

务工，乡村体育活动的参与者以中老年人为主，

年轻群体的参与度较低。第二，受棋牌文化的

影响，非农忙时节，村民们的娱乐方式以棋牌

为主，饭后的散步和广场舞是他们最主要的运

动方式，受大氛围的影响，村民普遍缺少健身

意识。第三，当地传统文化传承的淡化。当地

龙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历经了举国闻名，

再到几近没落，到再度崛起，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村民对龙舟文化的热情慢慢褪去，年轻

人大多在外务工，青年一代对龙舟文化的传承

逐渐淡化，作为县级非遗的舞狮项目发展也较

为缓慢。

2.3 政府支持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

第一，经费支持不足。对专业的体育场馆

设施和健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2020

年才建成汉寿县首个体育馆，此前，群众的运

动热情无法得到释放，也严重影响了运动氛围

的形成。第二，对农村体育发展的指导不足，

专业指导缺乏。乡村地区缺乏专业的体育教练

和指导，村民的锻炼方式较为单一，科学健身

意识有待提高。第三，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经

费支持不足，财政支出中，文体支出的绝大部

分主要是旅游产业的投入，然后，旅游产业的

支出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但

体育方面的投入，难以产生相对应的现实客观

的对等利益，是以也限制了体育的发展。第四，

对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不足。村民体育与健康方

面的知识稀缺，缺乏专业的宣传与指导
[4]
。

2.4 体育赛事的开展对农村体育的影响

常规体育赛事主要参与者为学生或单位

职工，群众性体育赛事开展相对较少，无法达

到刺激农村体育发展的作用。论其原因，首先，

农村人口组成制约了比赛的发展。青壮年大量

外出务工，留守成员为为老人、妇女、儿童，

无法成为参赛主体。其次，农村人口体育意识

淡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制约了赛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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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再次，村乡级比赛组织水平不高，赛事的

组织运营困难重重，且无法保证比赛效果，阻

碍了农村体育赛事的开展。

汉寿县龙舟赛事的组织是一条值得挖掘

的发展之路，依托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

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体育赛事，可以带动餐饮、

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汉寿县水网密布、内河交

错、水系发达，是“湖南传统龙舟之乡”，龙

舟赛事的崛起是对生态、旅游、文化的融合的

发展之路的体现，对当地传统体育文化氛围的

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了群众的文

体生活和村民的凝聚力
[5]
。

3.意见与建议

首先，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和社会应加大

对乡村体育的资金支持，完善体育设施建设，

满足村民的健身需求，健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

体系。和当地体育协会联合开展各群众性体育

健身活动，提高居民的健身意识，形成良好的

体育文化氛围。

其次，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定期普及体育

健康方面的知识，通过培训和宣传，推广科学

健身知识，如中老年人科学健身方法，急救知

识，防溺水安全知识，各项符合各年龄阶段的

健身运动技能。发挥各健身辅导站点的作用，

提升村民的健身意识和运动技能。通过创新体

育项目和组织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乡村

体育活动，增强乡村体育的活力。

再次，依托传统特色项目，结合乡村旅游

寻发展。继续发挥当地龙舟文化的优势，将乡

村体育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打造特色体育旅游

项目举办大型龙舟赛事，线上线下相结合，加

大宣传力度，提升当地旅游特色的全国知名度，

带动当地体育旅游业和龙舟制造业的发展，提

升当地就业率，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第四借助高校资源发展农村体育，结合常

德本地高校和汉寿县高校体育人才资源，开展

三下乡实践活动，组织团队助力乡村体育发展，

或定期开展文体帮扶服务，为学生提供实践机

会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

4 结语

发展乡村体育是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

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依托传统特色项目、借助

高校资源等多方面努力，不断完善农村体育设

施，丰富体育活动形式，提升村民健身意识和

技能，才能推动乡村体育蓬勃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在政府、社会和广大村民的

共同努力下，乡村体育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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