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版
Http://www.hbnews.net 淮北文旅体

编辑/版式 程文 /孙利 hbck_chw@126.com 校对 王娟

2021年8月12日 星期四

HUAIBEIWENLVTI

强硬件 搭平台 重指导

我市强化“四边”建设助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日前，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召开 2021 年下
半年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
习安徽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工作会议精神，并对下半年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彦颖应邀参加会议，并被
聘请为市老年体协顾问。

会议全面回顾了今年上
半年工作情况，并对下半年
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会
议还宣读了“同意成立市老
体协党支部的批复”，对各专
委会进行了授牌，并对下一
步会员注册以及与微商银行
联名卡发行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各专委会分别汇报下半

年工作计划。
今年以来，市老体协一

手抓活动开展、一手抓组织
建设，全市老年体育工作蓬
勃发展。先后举办全市庆

“三八”门球赛、全市广场舞
大赛暨周边地区邀请赛、老
年人竞技麻将比赛、太极拳
剑健身气功交流赛等系列
赛事活动，各类老年体育活
动丰富多彩。相继成立门
球、竞技麻将等16个专项委
员会，全面加强了协会组织
建设。

市老年体协主席赵瑞
平、名誉主席陈朝祥、市文
旅体局二级调研员方启明
以及濉溪县老年体协负责
人、市老年体协各专委会负
责人参加会议。

※ 日前，我市新创剧目
淮北梆子戏《永远的嫁衣》在
安徽艺术剧场参加展演，赢
得满堂彩。

※ 日前，市图书馆开展
的“你读书 我买单”阅读活
动正式启动，读者可以到淮
北市新华书店免费选取心仪
的图书。

※ 日前，2021全国大众
柔道嘉年华暨全国中学生柔
道锦标赛落幕，市梅苑学校
柔道队获得5金、4银、8铜的
好成绩。

※ 日前，市博物馆推出
精美书签之“喜”系列 3 款
书签，广大市民可以到市博
物馆志愿服务台免费领取。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护
利用好我市文物资源，把我
市重要文物资源纳入法治
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近日，
市政府公布第七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名录。

草庙圩子淮海战役华东
野战军指挥部旧址、董楼烈
士陵园、竹邑城址、黄营村石
楼、程村石堡、濉溪长丰街明
清酿酒作坊群遗址6处文物
单位列入《第七批市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其中，
涉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4处，文化遗产2处，
较好地兼顾了革命文物、工
业遗产的保护，符合现阶段
文物保护的总体趋势和要
求，为我市新增加了一笔丰
厚的文化遗产。

我市历史悠久，文物资源
内容丰富、内涵深厚、价值珍
贵。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共104处，其中国家级6处，省
级17处，市级81处。下一步，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将按照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
针，切实做好文物的保护、利
用和管理工作，更好地传承
历史文脉，守护文化遗产。

本报讯 日前，第十四届全
运会群众赛事展演项目线上投
票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共
有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

和太极拳 4 个大项、43 个小项，
均采用线上参赛、线下评审方式
举行，同时设置通过网络投票评
选“最佳人气奖”的环节。根据
网络投票数量结果，每个小项前
50%的参赛视频将获得“最佳人
气奖”。

我市共有三支队伍获得参加
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参赛资格，
分别是广场舞健身舞自选套路城
市街道（社区）组、太极拳（八法五
步）城市街道（社区）组、健身气功
八段锦企事业单位组。

据了解，群众赛事活动展演

类项目线上展演并投票的方式
为本届全运会首创，通过网络互
动可增加广大群众的参与感。
广场舞和太极拳项目于8月8日
至 22 日进行线上投票，健身气
功将于 8 月 15 日至 28 日进行线
上投票。大家可通过“全民健

身”微信平台观看广播体操项目
展演视频，并为我市参加展演队
伍投票，投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
评论、送祝福等方式，与参赛队
伍进行互动。参加网络投票的
网友，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奖
励。

本报讯 暑假期间，市图书
馆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心准备丰
富多彩的假期文化活动，着力打
造“书香暑假”。7 月份，市图书
馆共接待读者 61306 人次，日均
接待2000人次以上，环比上月增
长近两倍。

惠民举措贴心。创新读者服

务新模式，在一楼大厅增设休闲阅
读空间，提供咖啡和茶饮，满足广
大市民读者多样化的空间功能需
求。每天延长自修室2小时开放
时间，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在报
刊室设立老年人阅读专区，配备放
大镜、老花镜等供老年读者免费使
用，设立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及残疾
人阅读专区，精准服务到位，为读
者提供满意的阅读体验。配备自
助图书消毒机，归还图书经过统一
消杀后再上架，为读者提供放心安

全的阅读环境。
阅读推广知心。策划开展

暑期“编程一小时”“阅读红色
经典，点亮爱党红心”“相城书
童”红色故事会等数十场少儿
阅读推广活动，参与儿童近 600
人次。新采购图书 12000 多册
并全部上架，不断满足读者的
阅读需求。设置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图书展
架，新上架的图书约 400 余册，
努力打造党建党史学习“补钙

充电”的新平台。推广线上阅
读服务，通过“淮北市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开通

“云悦读”专栏，包含有“淮北市
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小程序
以及超星读书、云图有声、博看
有声、懒人听书等线上阅读服
务专栏，将全民阅读拓展到云
端，满足“指尖阅读”的需求。

志愿服务暖心。积极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招募在校大中小
学生 230 名，社会志愿者 12 名，

开展第十期“爱心奉献快乐实
践”义务小馆员志愿服务活动。
协助图书馆工作人员做好读者
测温、扫码、戴口罩等疫情防控
措施，引导读者借阅、查询，图书
消毒、整理、上架和维持秩序等
工作，在进行社会实践、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的志愿服务精神
的同时，有效缓解暑期图书馆的
人流高峰接待压力，为读者带来
更加方便、贴心的阅读服务体
验。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
要论述精神，繁荣我市群众
艺术创作，推出更多更好具
有新时代特色、反映人民心
声的艺术作品,市文化馆高
度重视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
的第三届安徽省群星奖评选
工作，日前完成安徽省第三
届群星奖（音乐舞蹈类）作品
的录制和报送工作。

群星奖是文化部设立的
针对群众文化艺术的评奖，
也是群众文化最高荣誉。为
圆满完成此次参赛评选，市
文化馆前期组织召开选送

2021全省群星奖（音乐舞蹈
类）作品创作研讨会，并特邀
省、市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
品评，经过初步资格审查、层
层选拔推荐，最终确定参赛
上报作品。

本次报送的作品包括独
唱、舞蹈、器乐小合奏，经过
严格、认真、辛苦的创编和排
练, 参 赛 作 品 圆 满 录 制 完
成。下一步，市文化馆将以
艺术创作为工作重心之一，
不断加大优秀文艺节目创作
力度，为提高群众文化艺术
素养，壮大群众文艺创作队
伍，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擦亮
城市文化名片发挥积极作
用。

本报讯 连日来，面对严峻
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市文
旅体局严格落实中央、省、市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按照文化和旅游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疫情防
控的会议和通知精神，迅速对全
市文旅体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通过加强督查、
下沉指导、严防严控等手段，坚决
防止疫情通过文化旅游体育场所

和活动传播蔓延。
市文旅体局成立 6 个督导

组，由局主要领导任总督导，局各
分管领导带队，分赴各个区县对
公共文化场馆、A级旅游景区、旅
行社、星级饭店、文化经营场所开
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督导行动，督
查指导全市文旅体行业守住疫情
防控防线。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通
过日常巡查、突击夜查等方式，对
网吧、影院、歌舞娱乐场所等人员

密集型场所开展高密度、全时段、
无死角执法检查，督促、指导各经
营主体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共出
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次，检查场
所97家次，专项检查3次，突击夜
查 2 次，关停因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不力网吧1家次。

全市所有 A 级景区严格按
照国家文旅部 A 级景区疫情防
控工作指南要求，实行“限量、预
约、错峰”接待游客，游客接待量

不 得 超 过 景 区 最 大 承 载 量 的
75%，游客入园须扫安康码、测量
体温、实名登记、佩戴口罩、一米
线排队。对来自或途经中高风
险地区的游客不接受预约，不予
接待。

全市所有旅行社严格按照文
化和旅游部要求，全市所有旅行
社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
游，不承接高中风险地区旅游团
队，不组织高中风险地区游客外
出旅游。同时组织开展对全市旅

行社从业人员全员核酸检测，加
强员工健康管理，掌握健康状态，
杜绝带病上岗。

各类公共文化体育场馆、书
店、网吧、KTV等场所，严格落实
戴口罩、测体温、扫码登记、“一米
线”、通风消杀等防控措施。市图
书馆、市体育馆实行预约、限流进
馆，限制进馆容量；市文化馆暂停
一切线下馆内培训和文化活动；
市博物馆延期举办线下社教活
动。

近日，市文化馆、市歌舞剧院走进武

警淮北市支队，开展“颂党恩 铸军魂”庆

“八一”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增进军民团

结，促进驻淮部队文化建设,丰富部队官兵

精神文化生活。

■ 摄影 通讯员 焦福建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紧紧
围绕满足群众健身需求，加快构
建高水平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逐步增多，人
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
情日益高涨，全民健身事业呈现
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身 边 的 健 身 设 施 明 显 改
善。全民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是前提。我
市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群
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今年
已争取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
程 2021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 1780
万元，用于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建设，全省仅 4 个项目获资金支
持。目前，我市建成 4 个国家级
全民健身广场、12个乡镇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18个乡镇全民健身
广场、33 个社区街道体育俱乐
部、600 余个全民健身苑、277 个
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市所
有镇（办）和行政村实现体育设
施全覆盖，市、县（区）、街道（乡
镇）、社区（行政村）、居民小区
（自然村）五级全民健身设施网
络基本形成。截至2020年底，全
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人均
2.3平方米建设目标，超全省平均
水平，体育场地设施显著改善，
为城乡居民健身提供了良好环
境。

身 边 的 健 身 组 织 更 加 健
全。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强大的健身组织服务体
系。近年来，我市以体育总会为
抓手，推动群众性体育团体有序
组建，一批新的体育协会社会组
织、晨晚练健身点相继建立，逐
步形成以晨晚练健身点为点、体
育社团为线覆盖城乡各类人群

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目前，全
市共有各类晨晚练健身点 458
个，市级体育法人协会、体育俱
乐部达47家，其中淮北市羽毛球
协会获批 5A 级体育社团，另外
4A级体育社团1家、3A级体育社
团4家。推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向基层延伸，加快乡镇（街道）体
育总会建设。截至2020年底，乡
镇（街道）体育总会数量比例已
达 62.5%，体育组织管理进一步
健全成熟，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身 边 的 健 身 活 动 丰 富 多
彩。我市按照“政府主导、部门
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利用
元旦、春节、全民健身日等时机，
广泛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着
力培育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努
力打造“一市多品，一县（区）一
品”全民健身活动品牌。濉溪县
农民篮球赛、相山区徒步、广场
舞、杜集区环南山迷你马拉松、

千人腰鼓、烈山区环湖自行车赛
等都成为参与面广、喜闻乐见的
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活动。依托
各类体育协会打造业余联赛体
系，近年来已培育举办篮球、足
球、乒乓球、健身气功、门球、羽
毛球等业余联赛，为广大健身爱
好者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随
着一大批群众体育赛事的开展，
更多的人把参加体育锻炼当成
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我市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达到92万以上，每
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
数达到145万。

身 边 的 健 身 指 导 更 加 普
及。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推广

“运动处方”，目前所有县区国民
体质监测站实现全覆盖，市县两
级 国 民 体 质 监 测 网 络 基 本 建
成。认真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开展“体
质测试五进”（进社区、进农村、

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
活动，近年来每年完成市级1500
人、每个县区各 800 人监测任
务，连续多年举办全市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达标赛。加强社会体
育指导员培训，目前全市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5275人，平均每千人
有 2.3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庞大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为我市
全民健身运动普及开展发挥作
用。积极探索“互联网+健身”模
式，广泛开展线上科学健身大讲
堂，推出多种体育项目“宅家健
身”系列内容，指导市民科学健
身。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市将以承办 2024 年省第六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为契机，坚持以
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服务体系，在加快体育强市建设
中迈出新的步伐。

惠民举措贴心 阅读推广知心 志愿服务暖心

市图书馆“三心”服务着力打造“书香暑假”

颂党恩 铸军魂

十四届全运会群众赛事展演类项目线上投票活动开启

快来为我市三支参赛队伍投票加油

加强督查 下沉指导 严防严控

我市织密织牢文旅体行业疫情防控网

市老年体协
召开下半年工作推进会

市文化馆
积极备战省第三届“群星奖”

我市公布第七批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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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 日上午，
市博物馆举办瓦当刻印社会
教育活动，吸引市第二实验
小学30名学生参加。

活动中，老师首先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
了瓦当的功用、位于建筑物的
位置以及瓦当上的图案等知
识。随后在老师的示范教学
中，同学们充分发挥各自想象
力，一步一步在版画上雕刻、
创作，在瓦当上染色、印制，一
个个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瓦

当刻印作品“大功告成”啦！
通过本次活动，既引导了

同学们近距离欣赏瓦当纹饰
艺术，同时让同学们亲手刻印
瓦当，感受华夏文明的艺术魅
力，以及美术与生活的密切联
系，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对民
族文化艺术的探究与热爱。

据了解，瓦当是指古代
中国建筑中覆盖在建筑檐头
筒瓦前端下垂的特定部位，
为美化建筑，常在瓦当上刻
有文字、图案，瓦当起着保护
檐头的作用，也增加了建筑
的美观，不但具有使用价值，
还具有审美价值。

市博物馆
举办瓦当刻印社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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