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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体育局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

民健身 

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
情况 

 吉体字〔2020〕54 号 

  一、提高认识，高点站位，全方位做好政策衔接，将《意见》精神集中体

现在我省相关配套政策中 

  《意见》的出台是在体育改革发展迎来重大机遇的关口，从国家层面为体育

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为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优化的政策环

境、更为有力的政策保障。我省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政策机遇期，充分发挥体育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聚焦把体育产业打造成为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支柱性产业，全面做好政策衔接，推动体育产业政策不断完

善，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一是从省级层面进行系统谋划，为全省

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指明方向路径。以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及“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

等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聚焦寒地经济发展、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形式先后印发了《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19〕45 号）、

《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20〕23 号）。两个省级层

面的文件，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发展体育产业

的总体目标，明确了重大任务举措，强化了政策措施保障，高点站位切实推动

国家文件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在吉林落地生根，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推动

全省体育产业实现提质转型、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二是从省

级体育行政部门层面，推动体育产业配套措施不断完善。着眼发展和壮大体育

竞赛表演业，我局修订完善了《吉林省体育赛事活动暂行管理办法》，研究制

定了《吉林省体育局培育精品赛事实施办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国家级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部署安排，研究制定了《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从减轻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压力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研究制定了

《全省体育场馆开放补助办法》。 



  二、加强组织，精心谋划，以切实举措推动《意见》精神落地见效 

  顺应消费转型提质升级的大趋势，遵循体育产业发展规律，坚持政府引导、

部门联动、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共同发力，强化体

育产业要素保障，努力提升供给和需求质量，加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供给和需求同频共振。围绕日益形成的社会消费新热点，不断强化冰

雪体育和避暑休闲运动市场供给。持续夯实冬夏并举、贯穿全年的全民健身活

动格局，以“爽动盛夏”“乐动冰雪”为主题的系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民族

民俗特色鲜明的全省性群众体育品牌活动逐步形成，创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组
织形式，推动“线上+线下”全民健身活动深度融合，打造了长春净月潭“瓦

萨”国际滑雪节、吉林国际冬季龙舟赛、长春国际马拉松等系列马拉松赛事、

敦化国际冬泳邀请赛、延边·韦特恩国际自行车旅游节等，掀起了全民健身活

动热潮，近两年组织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年均 3000 余次，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36%以上，2019 年共约 9.2 万余人参与马拉松赛事。赛

事举办地横贯全省，长春、吉林、延边、通化、白城、梅河口、和龙等地多点

开花。其中，吉林市国际马拉松、和龙马拉松被中国田径协会评定为金牌赛

事，吉林市马拉松被国际田联评为铜标赛事，精品效应逐渐发挥。此外，我省

还多年连续举办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成为我省和长春市对外宣传的最富含金

量的名片。 

  （二）普及与提高协调共进。一是在全省普及冰雪体育和避暑休闲运动，开
展冰雪宣讲、运动体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培训和展示、全民健身志愿者服

务、体育教师冰雪技能培训、冰雪进校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初步形成以体育

文化培育为特色的普及推广体系。二是不断提高冰雪体育竞技水平，建设了省

速滑馆、长白山高原冰雪训练基地、吉林北大湖滑雪场、吉林市北山四季越野
滑雪场等 4 个设备设施先进的国家级训练基地；突出科学训练，形成了速滑、

花滑、滑雪等项目的优秀运动人才梯队，具备冲击北京冬奥会金牌的实力优

势。举办了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分会场活动、“百万青

少年上冰雪”活动、冰雪项目青少年训练营活动。 

  （三）项目与平台快速发展。冰雪体育和避暑休闲运动的新项目、新业态、

新模式相继涌现，以冰雪体育和避暑休闲运动为特色的体育产业基地、体育特
色小镇成为经济新风景。长春净月潭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长白山景

区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管理有限公司、长春莲花山滑雪教

学培训项目等被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2019 年，万科松花湖

等 5 个度假区被评为体育旅游精品景区；长春净月潭徒步观光项目被评选为体

育旅游精品线路；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被评为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梅河口市被评为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此外，培育了长春尚健运动等国内领先

的体育运动生活体验基地，普惠式群众体育活动场所、多元化的消费模式日益

呈现，体育产业示范带动作用逐渐显现。体育场地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

保障，我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速度加快，逐步形成了冰雪特色鲜明的体育场馆

体系，全省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2.5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96 平方米，两

项指标均已超过全国规划标准；全省社区健身器材覆盖率达到 97%，行政村健

身体育器材覆盖率达到 92%。 



  （四）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优化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体育产业

发展环境。加快推动体育协会的实体化改革进程，25 个省级单项体育协会已完

成脱钩改革，新发起成立 13个省级单项体育协会已获批。积极推进“放管服”

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简化注册、备案、许可、审批等流程,推行一站式

服务和网上注册审批服务。对需要特殊进行审批的项目,按照“最多跑一次”的

要求,加快项目审批进程。近年来，我省体育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截至 2018 年

末，我省拥有体育产业活动法人单位 1686 个，体育产业活动个体工商户 6664

个，市场主体不断繁荣壮大。 

  （五）稳就业与促消费双向发力。积极探索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有效应

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举措新办法，围绕深入开展吉林旅游体育消费年活

动，以稳就业和促消费为重点，将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纳入全省体育消费年方

案，开展 11 大类、50 项体育促进消费活动，积极推动体育行业生产和生活秩

序恢复。一是创新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出在线健身、线上培训、电子竞技

等新业态。举办了“健康端午节、徒步看吉林”吉林省百万人徒步线上比赛和

全国青少年近视防控操线上亲子大赛，全面启动“健康吉林·爽动盛夏”2020

年吉林省暨长春市全民健身日活动。二是进一步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今年，为我省 16 个大型公共体育场

馆申请国家补助资金 1138 万元，利用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1440 万元、按每个

场馆 12 万元标准对全省 120 个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实行普惠式补助，有力

的保证了群众健身有场所，特别是缓解了市县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压

力。三是推出体育消费券，拉动体育消费。省、市（州）按 1:2 比例提供配套
支持资金，面向全省发放 3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回补体育消费。四是促进合

作，争取优质赛事和活动。北京冬奥组委授权我省举办“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500 天”大型活动，国家体育总局将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启动仪式

交由我省承办，并继续与我省推进共同申办首届国际体育科技创新博览会。四
是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以长春市、吉林市入选国家级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为契机，研究制定体育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推动体育消费机制创新、政

策创新、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