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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发人：林长 

                                 办理结果：A 

 

 

司凌丽委员： 

您提出关于“全力推进信阳市体育中心建设的”的提案已收悉。

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在市政协关心指导下，市教体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

系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贯彻落实《体育法》、《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等法律法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倾力打造“组织更健全、设施更完善、活动更丰富、服务更优质、

群众更满意”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一、进一步改善全民健身设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

对于健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运动健身有了更多的需求。近年来，

通过财政投入、争取上级资金等方式，不断加大体育场馆开放（学校）

和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运动健身的快乐。

截止目前，我市共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6355个，其中拼装式游泳池 9

个、足球场 218 个、笼式球场 99 个、户外全民健身中心 7 个 乒乓球

场地 180个、羽毛球场 20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3154 个、乡镇体育 



 - 2 - 

工程 173个、健身路径 249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58平方米。 

二、持续完善“15 分钟体育健身圈”。持续加大中心城区全民健

身设施建设力度，利用好城市社区空闲地、边角地等资源，规划建设

贴近社区、方便可达、面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健

身步道、球场、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等，形成全民健身设施更加公平

可及，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 

三、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全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积极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达 330 万以上。坚持办好品牌赛事，举办大型品牌赛事，既

扩大了体育活动的影响力，更有效带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坚持

组织形式多样群众健身活动，每年各体育单项协会开展各种球类、徒

步、登山、广场舞、自行车、垂钓、门球等体育活动，活动参加人数

近 20万人次。 

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体育场馆免费或低价开

放，2023年，市财政下达市体育中学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补助 141.7 万元、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

金 10万元；争取上级资金，2023年，下达 4164.7万元体彩公益金，

主要用于体育器材采购、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场馆维护、全民健

身活动和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等；加强信阳市体育中学资金保障，2023

年，市财政下达信阳市体育场财政拨款 313.1 万元。下达信阳市体育

中学资金 1094.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079.9 万元，财政管理的教

育专户资金 15 万元。2024 年，信阳市体育场并入信阳市体育中学，

撤销信阳市体育场。目前，已下达信阳市体育中学资金 1313.8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280.8万元，财政管理的教育专户资金 33万元。 

虽然，我市全民健身工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其他省辖市的发

展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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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市尚未能建成“两场三馆”，同时公共游泳馆、全民健身馆也未

建成。二是室外体育用地储量不足，导致很多球场类占地面积大的设

施无法落地，此类现象在中心城区尤为突出。一方面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数量和人均面积明显增加，而新建改扩建居民小区和中心城区体育

设施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健身需求。另一方面大量企事业

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动力不足，利用率不高。针对您提

出的意见建议，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主动作为献言献策。积极向市委、市政府相

关部门请示报告，成立信阳市体育中心建设相关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体育中心建设，研究解决体育中心建设的重大问题，争取能纳入市政

府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强力推进体育心建设，确保建设目标能如期实

现。主动加强与羊山新区管委会、市财政局等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切

实推进我市“两场三馆”建设，优化体育人才培育场地。同时，真正

进入市级体育中心建设规划建设时，要将体育中学纳入体育中心建设

项目中优先规划建设。 

二、加快设施建设，不断满足全民健身需求。一是把全民健身工

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市建设大局中考量、谋划和推进，落实《信

阳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把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纳入文明城市、村镇、

社区、学校等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全民健身与文化、卫生、养老、旅

游等融合发展。二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财税优惠政策，鼓励社

会对全民健身事业投资、资助和捐赠。三是引导和规范全民健身设施

建设。完善提升城市社区“15 分钟健身圈”，积极推进“10 分钟健身

圈建设”。突出地域特色，加快建设体育公园、多功能运动场、足球场

地等户外体育设施，积极打造全龄域的健身休闲圈，在健身场地设施

种类及数量上要充分考虑老年人及少年儿童。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健身

器材设施补短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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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增强全民健身意识。一是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媒介，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康养＋体育”、“体育＋旅

游”等新模式，积极推进健身智慧平台，解决群众“去哪健身、何时

健身、如何健身”的问题。二是广泛宣传《体育法》和《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推广普及科学健身方法，全力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努力

提高全体市民对全民健身的认知度。三是充分发挥利用各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社会第三方举办或承办各种体育赛事活动，让更多的群众

和社团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 

四、打造品牌特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一是以全民健身月

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丰富多彩、贴近生活、方便群众参与的体育健

身展示、比赛、培训等健身活动。二是加大品牌赛事开展力度，定期

举办全市全民运动会，承办好河南省“三山同登”全民健身大会，全

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龙舟赛等大型群众体育赛事。三是广泛开展体

育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活动，积极培育和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传

统体育运动项目。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

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主办单位：市教育体育局，联系人：章颖，联系电话：6221658。 

 

 
 

2024 年 7 月 2日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年 7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