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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宁波体育为切入点，分析其在助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内在机理、逻辑遵循、价值意

蕴，探讨如何通过宁波体育这一“小杠杆”，撬动起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这一宏大国家议题。研究认为：

体育事业与共同富裕二者追求的目标一致，体育能够助力共同富裕；宁波体育工作实践的逻辑遵循在立

场上应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在理念上应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观办体育，在使命

上应坚持宁波体育“守初心、担使命”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宁波体育对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具

有较强的价值意蕴，包含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富裕、生态美好等方面。最后，提

出打造宁波体育领域“山海协作”工程，均衡公共体育资源布局，多渠道开发宁波体育产业维度，打造

宁波特质的体育文化“符号”等行动方略，以期为宁波及其他城市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有

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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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Ningbo Spor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nalyzes its inherent mechanism, logic 
follow, and value mea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Zhejiang’s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It explores how to leverage Ningbo Sports as a “small lever” to leverage the grand national 
issue of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Studies believe that Sports and 
common prosperity pursue the same goal, and sports can contribute to common prosperity; the 
logic of Ningbo sports work practice follows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sports. In 
terms of concep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sports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un 
sports, and in terms of miss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Ningbo Sports’s 
“abide b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mission”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e meaning of 
strong value includes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ultural prosperity, 
people’s wealth, and ecological beauty. Finally, it proposes to build the “Mountain-Sea Cooperation”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Ningbo Sports, balance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develop Ningbo sports in-
dustry dimension in multi-channel, and create Ningbo’s “symbols” such as “symbols” characteris-
tics of sports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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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富裕的共同富裕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亟待攻克的重大议题。2021 年 6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这是国家基于精准把

握浙江具体实践与具体省情，为其量身定制的一项兼具针对性和示范性的战略任务，旨在通过浙江这一

先行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可供全国借鉴的高质量、均衡化发展道路。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覆盖浙江省全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体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和

实践经验对于推进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研究试图通过宁波体育这一特定区域的

典型实践，提炼和总结一套适用于浙江乃至全国其他地区体育事业助力共同富裕的规范化模式与策略，

从而丰富和完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逐步扩大共同富裕的“朋友圈”。 

2. 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2.1. 理论支撑：习近平体育思想为体育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提出：“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

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

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论述鲜明地表达了体育在促进物资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与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构建一个兼顾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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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在内在旨归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020 年他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

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该论述的核心主张在于全面响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确保全民健身设施在全国范围内达到

广泛覆盖，并在区域间实现均衡布局和发展，杜绝资源分布的不均等现象。同时，强调通过提供优质、

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打破地域、群体界限，促进体育资源共享，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在体育领域的

共同进步与富裕。可以说，习近平体育思想将体育与共同富裕辩证地联系起来，揭示了其内在逻辑关系。

体育共同富裕是习近平体育思想的高阶样态，尽管在其论述中并未直接使用体育共同富裕这一提法，但

其观点中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体育推

动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而又深刻的理论支撑。 

2.2. 目标协同：体育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与共同富裕目标追求一致 

体育实践与共同富裕的宏观目标在理论内涵与社会实践层面存在深度耦合，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

两者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景这一核心诉求的共同聚焦与互动响应机制上。体育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实

践活动，能够通过塑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个体生理机能的优化和提升，提高生活质量，它还能

够在精神层面塑造坚韧的意志品质、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人民赋予更为丰富、

更高层次的品质生活，构成了个体及社会层面美好生活理想图景的结构性组成要素，对全面实现美好生

活的构想起到实质性的支撑作用。体育不仅可以直接为人们带来物质生活的丰裕，也可以通过改善健康

状况和增强工作能力，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形态，滋养人

的精神世界，实现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和谐统一。在探讨幸福生活的构建时，物质充裕与精神层面的

富足作为不可或缺的双重评价体系，深刻影响并共同决定着个体对理想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现程度。而

共同富裕则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公正的社会制度与全面发展的方式，促进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上的均衡发展与普遍提升，其核心目标在于回应人民对高品质、多元化美好生活的期待。可见，

体育与共同富裕的追求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进程中，展现出了一种深层次的功能互补与价值趋

同效应，体现了两者在满足人民高层次需求方面，尤其是其是关于身心健康、和谐社会关系、精神文化

丰富等方面的本质诉求上，展现出了强烈的一致性。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宁波体育工作实践的逻辑遵循 

3.1. 立场：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在中国体育事业和宁波体育工作的宏大叙事中，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其稳健前行、不断突破

的核心动力和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的理论指导和高效的组织优势，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绘

制了明确的蓝图，并在宁波等地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无疑验证了

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事业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激发

出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宁波体育在具体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应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内涵与精髓，并将这一科学理论贯彻到

体育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使每一项决策、每一项工作都能够体现出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使

宁波体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开创出宁波体育事业的新局面、新高度。 

3.2. 理念：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观办体育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意味着将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换而言之，即想群众所想、谋群众所需、急群众所急，让人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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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享健身之乐，受健身之益。“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从根本上充分回答了体育发展为了谁、发展

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也为宁波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实践理念。

因此，宁波体育工作的开展应聚焦于民生所向，扎根于人民群众，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将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作为衡量体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鼓励和支持人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和体育治理，共享体育发

展成果，以提升人民对体育发展的参与感、认同感、获得感，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以

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在宁波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3.3. 使命：坚持宁波体育“守初心、担使命”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此论断深刻表明体育已远远超越个体健康与竞技的表面层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领域的整体实力与民族精神内核。体育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既是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宁波体育事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有义务、有必要将自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中，通过

对接国家战略，明晰自身定位，从而汲取更强大的驱动力，积蓄更充沛的后劲，进而迸发出更强劲的发

展动能。事实证明，宁波体育的发展必须也只有通过这种高层次、宽视野的战略布局，才能够以宁波体

育这一“小杠杆”，撬动起共同富裕这一宏大的国家议题，最终实现从局部到全局、从微观到宏观的跨

越，书写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宁波体育新篇章。 

4. 宁波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价值意蕴 

共同富裕是物质、精神、社会等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全面富裕[2]，社会和谐、经济发达、文化

繁荣、人民富裕、生态美好等，都是共同富裕的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要求与体现。体育作为一种具有多重

价值属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五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价值。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进程中，

宁波体育应积极践行体育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服务共同富裕的大局中，为推进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1. 政治价值：营造和谐稳定环境，促进社会和睦团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象目标，它不仅仅指经济繁荣，更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和谐和睦。

社会学认为，仪式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能够有助于社区的整合与团结[3]，而体育恰恰是一种仪式活动

[4]，不仅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还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认知与行为意识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5]，
对营造和谐稳定环境、促进社会和睦团结发挥重要作用。宁波作为荣膺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殊荣的

城市，在探索体育构建和谐社会、强化社会团结的道路上已然做出了诸多实践。一是，大力推动各类群

众体育赛事、社区体育活动以及全民健身节等社区体育活动。据宁波市体育局统计数据显示，宁波每年

举行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多达 4000 余场，直接参与人数达 300 万。可以说，这些体育活动为“陌生人社

会”中的宁波市民构建了一个跨越年龄、职业、阶层的公共交往空间，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整合，“消

解了陌生人社会的碎片化和原子化状态”[6]，在社区内逐渐重塑了一个具有良好信任关系的“熟人社会”

[7]，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通过开展各类体育志愿服务、体育公益

捐赠、体育精神文明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引导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树立公益观念、培养社会责任感。如，

宁波“体育公益小天使”项目，鼓励青少年参与到体育设施维护、社区体育服务、特殊群体体育关爱等

公益活动中。通过体育的力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了社会公德与公民意识的提升，为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490


李庆辉 
 

 

DOI: 10.12677/ass.2024.136490 216 社会科学前沿 
 

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三是，积极推动体育法治建设与普及，通过携手法律界专业人士及

高校体育学者，定期向社区开展“社区体育法治讲座”，讲解体育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居民对于体

育规则与法律条款的认知，提升大众的体育法治观念与自我规范能力[8]。值得推广的是，宁波专门制定

了全民健身法规《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明确规定了公民在参与健身活动时应遵循的法律规范和社会

行为准则。如《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在参加健身活动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全民健身设施管理

维护责任单位制定的管理制度，文明健身，不得有下列行为：损毁、破坏全民健身设施；从事封建迷信、

色情、暴力、赌博等活动；违反噪声污染防治、道路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影响其他公民正常

工作、学习、生活；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该条例为宁波公民公平享有体育发展成

果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体育活动的法治基础，确保了全民健身活动的文明、有序进行。可见，宁波

体育以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在推动体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强化社会团结的有效工具方面，展现出了显

著的成效与创新实践，有力地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和睦团结，为推进浙江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贡献了独特的政治价值。 

4.2. 经济价值：孕育新兴产业契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体育的经济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产值创造，更重要的是它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在战略目标中指出：

到 2035 年，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9]。宁波深谙体育产业在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

大潜力，高度重视其作为新兴业态的发展潜能。一是，大力培育体育品牌赛事。据宁波市体育局局长张

霓透露，2023 年宁波成功举办了 50 余场国家级以上的重大体育赛事，其中上半年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11
场，吸引参赛人数达 1 万余人，观赛 40 万人次，赛事期间，有效带动了旅游、交通、餐饮、住宿、制造

等相关关联行业的发展，拉动消费达 8 亿元[10]。可见，高端体育赛事凭借其强大的消费拉动能力，对宁

波经济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力驱动了宁波的经济增长。二是，积极探索体育产业与其

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如智能健身设备制造、健康养生、运动大数据分析、电子竞技、户外运动装备等，

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发展，使宁波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得到更有效地互相渗透，催生出多元新业态，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三是，持续推进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

培育“热力宁波”体育消费活动品牌，打造沉浸式体育消费新场景 100 余个，引流 102 万人次，拉动消

费 3200 万元[10]。根据《2022 年度宁波市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宁波市居民体育消费总

规模高达 291.51 亿元，人均消费 3030.87 元。这一数据不仅直观展示了宁波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

及较强的消费能力，而且深刻揭示了体育消费对宁波经济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宁波体育产业总体规模已达到 1057.15 亿元，占全省份额的四分之一，占 GDP 的比例为 2.18%，

体育产业已然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宁波体育产业的繁荣进步，在逻辑上构成了宁波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强劲推动力量，其表现形式涵盖了经济增长、社会效益提升以及产业和消费结

构优化等多个维度，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济架构夯实了基础，为其实现包容性增长、均衡发展

以及全民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扎实而富有成效的经济支持框架。 

4.3. 文化价值：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促进精神生活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问题，也包含了精神生活的

富足。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共同富裕的成色、底色和亮色[11]。体育，作为一种

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社会性文化活动[12]，因其丰富的娱乐、休闲属性，可以“使人民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很好满足，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富裕”[13]。在浙江全力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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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宁波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充分挖掘并发挥体育的文化属性，通

过多元化的途径和形式，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精神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积极

推动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体育节庆、社区体育等“运动宁波”系列活动。1) 通过举办各类马拉松、篮球、

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体育赛事，让市民们在竞技较量中体验运动所带来的愉悦与挑战，更能借

由这样的集体参与过程，深化对体育精神的领悟，培养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有力地推动了精神生活富裕的进程。2) 通过“热力宁波”体育消费节、宁波全民健身节、宁波街头体育

生活节等体育节庆活动，为市民提供了体育比赛、体育艺术表演、体育摄影展、体育电影放映、体育夜

市、体育会展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供给，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市民休闲、购物、娱乐的需求，还有效传播

了体育知识，提升了市民的体育素养，有力推动了宁波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与身体健康同步提升。3) 社区

体育活动中，宁波鼓励各社区举办各类社区运动会、健身活动、体育培训等，让体育成为社区文化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进邻里间的互动与交流，丰富了宁波市民的文化生活。二是，搭建体育文化对话桥

梁，宁波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人才交流、专题展览与高端论坛等形式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友好城市、

港澳台地区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等建立了紧密的体育文化交流纽带，不仅增进了宁波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

与深度交融互鉴，也为宁波市民提供了更多元、更高品质的体育文化产品与服务，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增进了宁波市民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体育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同时也强化了

宁波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

向往。三是，重视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挖掘和保护体育文化遗产，弘扬体育精神，培养市民的体育

文化素养。宁波通过举办体育名人讲座、体育故事分享会等活动，让市民了解宁波体育的历史沿革、名

人故事、重大赛事等，增强市民对宁波体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宁波还通过设立体育文化基

金、体育文化研究机构、体育文化教育基地等，支持体育文化研究、创作、传播等工作，推动体育文化

的创新发展。宁波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体育文化平台，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显著激发了市民参

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截至 2022 年，宁波经常性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已高达 44.1%。可见体育文化繁

荣有效地促进了宁波社会整体精神文化的丰裕化进程，也为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精

神文化滋养。 

4.4. 社会价值：提升人民富裕程度，促进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橄榄型”社会结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中间阶层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收入极高者和

低收入者都相对较少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14]。体育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工具，在推进人民富裕程度

升级以及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宁波体育的生动实践进程中具体表现为：

一是，加快体育健身服务业的建设和发展，如增加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优化区域分布、提升服务质量，

使宁波人民能够便捷地参与体育锻炼，在提高健康水平的同时，降低了因病致贫的风险，从而减少了潜

在的医疗支出，间接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稳固了其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稳定性。

二是，体育产业的创新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凸显。政府引导和支持下的体育产业项目，包括体育赛事、健

身休闲、装备制造、科技研发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众多高附加值岗位，促进了人才流动和职业晋

升通道，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有机会进入中产阶层，壮大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三是，宁波入选首批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催化了体育产业的繁荣，推动了体育用品销售、体育旅游、体育教育培训等衍生市

场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体育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进一步拉动了内需，催生了一系列就业与创富机遇，

尤其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体育的经济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有力地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了收入

差距，构筑起“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部坚实层，助推了宁波“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理想格局形成。宁

波体育的实践探索无疑是对人民富裕程度提升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深层次介入，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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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4.5. 生态价值：优化生态宜居之基，促进美丽家园建设 

美丽家园不仅需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更需要打造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宜居环境

[15]。体育作为一种生态友好型活动，与生俱来具有强烈的生态属性。宁波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一直在体育促进生态环境优化和美丽家园建设方面作许多出积极实践。一是，

宁波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注重绿色生态理念的融入，建设了大量绿色体育设施。1) 通过有效利用城

市的江、河、湖、山、草等自然环境和现有公园土地资源，修建大量兼具休闲、环保、生态和教育等功

能的绿色线性开敞空间——绿道，如鄞州公园绿道、月湖公园绿道、滨江水韵绿道等，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往锻炼、休闲，实现了城市空间的美化与功能重塑，有力提升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和生态环境。2) 有效

利用城市边角土地、废弃工业区、地下空间及桥下空地等，变废为宝，打造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有效增

加城市绿色植被面积、改善城市面貌[16]。如风来运动鲲鹏热力体育公园前身是一片城市边角料荒地，环

境脏、乱、差，宁波市政府政府通过体育 + 生态的发展模式，成功将其打造成为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的体育公园，极大改善了城市景观。据统计，宁波市已串联建设各类绿道 1200 公里，现有体育公园存

量 51 个，绿道和体育公园作为践行体育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显性行为表达，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

的机会，同时也以发展体育的方式促进城市绿化和环境美化，实现树茂、水清、天蓝的环境要求，提高

城市空气质量和居住环境美观度[17]，让民众通过体育走向自然、美化自然，让群众因自然而进行体育[18]。
二是，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鼓励各地依托水域、空域、森林、山地等特色自然资源打造体育

生态运动产品[19]。如打造帆船、滑雪、攀岩、山地露营、海滨休闲营和航空飞行营地等，通过此类集运

动休闲、生态体验于一体的户外运动，不仅有效提高参与者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责任感，推动绿色生活方

式的形成，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与修复，而且也为当地带来不错的经济收益，当市民尝到“绿色富裕”

的甜头，生态环境保护逐渐从政府监督管理演变为当地内生的行动自觉[20]，市民开始主动去关心和积极

参与到生态环境的治理当中。三是，积极响应低碳倡议，倡导宁波体育低碳排放。1) 政府部门通过社区

向居民开展体育者环保意识讲堂，倡导社区民众绿色运动行为，鼓励通过步行或自行车的方式低碳出行，

构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工具，加强城市绿道的休闲体育与环境保护的宣传，增

强群众参与体育与保护环境的意识。2) 在体育赛事活动中切入生态实践，赛事筹备期间，优先选用环保

建材与低环境影响地点，确保赛事环保进行，减轻对周边居民及环境的不利影响。赛事运营中，强调绿

色管理，推广重复使用办公用品及公共交通出行，力求减少垃圾与碳足迹。赛后，则迅速清理现场，利

用赛事示范效应，加快构建中国绿色体育赛事标准，引领生态文明实践。可见，宁波体育在生态建设维

度上的深度探索和实践，不仅提升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也借助体育活动的广泛参与性和社会影响力，

传播和践行了绿色发展观，优化生态宜居之基，促进美丽家园建设，进而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奠定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5. 宁波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略 

5.1. 打造宁波体育领域“山海协作”工程，促进“山”“海”优势互补“共富” 

打造宁波体育领域的“山海协作”工程，即利用宁波体育优势与浙江相对滞后的地区建立紧密的体

育对口支援关系，形成宁波与对口支援地区体育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全省体育事

业的全面性、整体性发展。一是，推动跨区域体育赛事联动机制。1) 定期举办“山海杯”系列体育赛事，

邀请如丽水、衢州等对口支援地区的体育队伍参与比赛交流，既提高了体育竞技水平，也可以扩大赛事

的影响力和参与度。2) 联合承办大型比赛，将部分分赛场设在对口支援地区，既可提升对口支援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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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利用率，又能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带动如体育旅游、体育用品制造等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二是，构建“山海体育人才计划”。1) 依托宁波教育资源和培训基地，定期

选派宁波优秀教练、运动员、管理人员到对口支援地区开展指导和训练。2) 设立专项基金或项目，鼓励

对口支援地区的体育人才到宁波接受培训、学习，邀请优秀体育苗子来宁波训练，发挥宁波“冠军之城”

的竞技优势，提升对口支援地区的竞技能力和水平。通过跨区域的人才培育与交流，逐步缩小山区与海

洋地区在体育人才上的差距。三是，体育产业跨区域合作。利用宁波市区体育产业优势，引导和支持体

育企业向对口支援地区延伸产业链，投资建设相关项目，带动对口支援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例如，将

宁波市区的体育装备制造业、体育服务业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引入对口地区，孵化和发展适合对口

支援地区特点的户外运动、休闲健身等相关产业，以体育为纽带，带动对口支援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四是，搭建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宁波政府层面需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山海协作”工程必要的政策扶

持和资金保障，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确保各类协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发展。如，设置专项补贴资

金，对参与体育“山海协作”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并制定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和个人投

身于对口支援地区体育事业的积极性。 

5.2. 均衡公共体育资源布局，促进宁波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共享“共富” 

均衡公共体育资源布局，它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确保了每个个体平等享有体育发展的机会。这种

布局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为城乡体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从而助力实现体育

领域的全面共同富裕。一是，优化市区与乡村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加大对宁波农村地区体育基

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薄弱的边远乡镇，通过新建或改建体育公园、健身广场、多功能

运动场地等，以期缩小城乡体育设施差距，确保城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的基本平衡。二是，建立和完善

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并推行城市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至乡村，让乡村居民也能享受

到与市区居民同等水平的体育服务。如，推广实施“城乡结对、资源共享”的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鼓励

市区体育培训机构和专业教练团队定期到结对地区进行公益培训和指导。三是，加快公共体育服务数字

化，打破城乡信息壁垒。基于数字宁波建设，构建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平台，让乡村居民也能够便捷获

取各类体育资讯、预约体育设施及参与线上体育课程，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高质量的体育服

务。例如，开发并推广“宁波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市区与乡村的体育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

体验。四是，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宁波市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支持乡村体育发展

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方面，同时建立健全公共体育服务评价体系和

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并持续改进与完善。如，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农村体育设施建设

和维护，以及资助乡村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 

5.3. 多渠道开发宁波体育产业维度，多元化促进人民口袋“共富” 

在推进宁波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构建供给更为丰富的产业延伸价值链，形成与体

育强市相匹配的产业发展格局，从而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切实将体育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财富积累，最终实现人民口袋鼓起来的“共富”目标。一是，依托宁波山水自然生态丰富的区域特色，

如将东钱湖、九龙湖、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区域的优质山水生态，打造成集登山、徒步、骑行、

露营、帆船、皮划艇等户外运动项目的精品体育休闲产业，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带动旅游、

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宽宁波人民的收入来源，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二是，应积极推动

体育与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各类健身中心、运动康复中心以及智能体育设施，

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比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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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鄞州区已建立了多个社区多功能健身中心，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健身服务，同时也创造了就

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三是，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引导和支持体育产业科技创新和中

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在体育装备制造、智能穿戴设备、体育大数据、体育科技等领域培育新动能，形

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为实现人民口袋“共富”提供有力

支撑。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和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体

育科技型企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居民收入渠道。 

5.4. 打造宁波特质的体育文化“符号”，促进人民身体、脑袋同频“共富” 

体育文化符号代表着一个地区或国家在体育领域的独特文化标识和象征，体现了该地区的体育精神、

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打造宁波特质的体育文化“符号”，促进人民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一

是，打造宁波籍奥运冠军引领下的文化精神“符号”。奥运冠作为一种强烈的精神文化符号，集合了众

多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奥运冠是国家荣耀的象征，其身上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

匹克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激励人追求卓越、超越自我，是社会文化中积极进取和永不言败的典范。宁波

作为“奥运冠军之城”，可以依托宁波籍奥运冠军的影响力，构筑具有宁波辨识度的体育文化“符号”，

以奥运冠军人物为楷模塑造宁波城市形象的新篇章。例如，将奥运冠军的事迹编入地方教材、绘在文化

墙上，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进社区的面对面交流活动等。通过奥运冠军所彰显出的特殊体育文化内涵，

形成一种生动的德育教材，既可以吸引更多人群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又可以激励宁波人民将奥运冠军的

优质精神植入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之中。二是，宁波有奉化布龙、云龙龙舟、宁海抬龙、四明山内家拳

等众多烙有宁波印记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历史底蕴厚重、地域特色显著，是宁波独特文化“符

号”的重要体现。1) 政府相关部门应主导开展对这些活体体育文化遗产的梳理和保护，加强对非遗传承

人的扶持和培养，确保传统技艺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同时，加强在教育体系的融入，通过编写校本教材、

开设特色课程等方式，让年轻一代了解和接触到宁波本地的体育文化。2) 开发以传统体育文化为主题的

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基地，如布龙体验馆、四明山内家拳修炼营等，同时开发相关衍生产品和服务，如

布龙、龙舟等工艺品，通过深层建构与传播宁波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激发宁波人民的体育参与热情，

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实现身体锻炼与精神文化修养的双重提升。三是，基于“海上丝绸之路

起点城市”、“阳明文化”等城市 IP，以及“甬马”、滨海运动、山地运动、龙舟、电竞等一系列自主

IP 品牌赛事，将宁波的地方文化和体育精神有机融合，让市民在享受体育乐趣的同时，培养起深厚的家

乡情感和文化底蕴。四是，在公园、广场、文化礼堂等设置体育雕塑，体育公益广告、墙体彩绘宣传百

姓健身故事和榜样，开设或命名城市地铁运动主题车厢、体育宣传巴士、体育主题宾馆、冠军大道等。

引导市民追求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让体育成为影响市民健康生活、精神风貌、文明礼仪、

道德规范的新风尚，促进人民身体、脑袋同频“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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