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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

吕闻君，何元春

(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后，成为“三农”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在该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虽已取得较大成绩，但仍存在存量配置落

后、体育资源规划利用不充分、乡村文化建设得不到应有重视等问题。为此，研究提出采取思路上重塑城乡关系、模式

上依托产业动力、策略上注重乡土人文、要素上强化有效供给的对策，以求改善现状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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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Ｒural Area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Ｒural VitalizationStrategy”

L Wen-jun，HE Yuan-ch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top-
level desig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aims on building rural areas with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effective governance，and prosper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al-
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low stock and
quality of facilities，inadequate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ural cultural construc-
tion． Therefore，the paper proposes methods including reshaping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taking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driv-
ing force，paying attention to loc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ive supply in factor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and fa-
cilita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Key words:Ｒ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Ｒural Sports;Public Service;Effective Supply

“乡村振兴战略
［1］”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以来，已成为高频词汇和学界研究热

点。2018 年 1 月，连续第 15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战略意见》) 正式发

布，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乡村发展工作的顶层

设计。将“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提出，这有别于以

往任何一个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体现的是宏观、系统、
综合、全局的发展方略

［2］。然而，在乡村发展的新时

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包括哪些内容? 与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发展究竟有何关联? 农村公共体育事业如

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的有效供给能带来哪些助推效果? 这些疑问尚待

解答，所以，加强对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挖掘和探究，

有其价值和意义。

1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内在关联

1． 1 就“生态宜居”层面，公共体育服务乃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和升级，以产业兴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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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旨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

进农村的全面发展
［3］。回顾历史，城乡二元结构尽

管在社会维稳、保障工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

城乡分治、重此轻彼的发展结构也造成了城乡发展的

巨大鸿沟。近年来，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

村”、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模式下，我国公共服务事业

开始以城镇为重点向农村辐射，但乡村发展地位不及

城镇的本质没有改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在经费投

入、供给主体、供给结构、组织保障及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等方面远落后于城镇
［4］。而且在“农村向城市看

齐”的趋向下，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内容和理念

被原封不动地嫁接到农村，并没有结合农村的人文环

境、地域生态，以致出现供非所需的情况，从健康和文

化事业角度来讲，农村并没有实现生态宜居。
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要求破

除原有体制机制弊端，弱化行政主导的城乡观念
［3］，

其首要任务就是扭转城乡发展地位上的不对等，因地

制宜地走定制化融合发展道路，这对于平衡城乡公共

体育服务地位，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极具现实意义。而就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激发

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来看，在社会领域需求倒

逼扩大有效供给的新形势下，体育、教育、养老、文化、
医疗等公共服务已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培育经

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领域
［5］，同样是缩小城乡差距、

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着力点。因而，彻底解决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低下、地位不及城市的问题，也

成为贯彻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生态宜居”所不

可缺少的一环。
1． 2 “乡村旅游 + 体育休闲 + 生态农业”已成为乡

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构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将产业化发展作为振兴

乡村经济、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途径。当前，服务业

作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为乡村产业转型提供了方向，

而体育休闲、生态体育不仅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能够承载乡村功能的产业业态。纵观《乡村

振兴战略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

件，“乡村旅游 + 体育休闲 + 生态农业”的跨界融合

形式备受各界关注，体育已成为产业融合的一大发力

点，作为乡村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的催化剂，其促进

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推动乡村就业增收的作

用不可忽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也将体育服务作为

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

之一
［6］，使得发展体育服务业进而带动提升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益成为可能。所以，无论从乡村产

业结构升级还是发展生活性服务角度来讲，“乡村旅

游 + 体育休闲 + 生态农业”均已成为实现乡村“产业

兴旺”的重要发展方向。
1． 3 就“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言，提升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不可或缺

“乡风文明”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基石，但当

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基层文体活动

缺失，造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不少村民们平时

往来基本是吃饭喝酒，娱乐消遣主要靠看电视、打麻

将，“田头、锅台、牌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一些地方

甚至酗酒赌博风气盛行，极不利于农村的和谐稳定。
二是，乡村社会内生的乡约民规和特色体育等民俗文

化，曾在培育人民、保障乡村秩序方面发挥过巨大作

用，却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冲击下逐渐流失。可以说，

乡土文化的没落，不仅让乡村原生文明无以传承为

继，留不住“乡愁”，也使乡村治理失去了坚实基础。
为重塑“乡风文明”，实现“治理有效”，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挖掘农耕

文化，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

的重要作用”［3］，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乡村

传统 文 化 培 育 摆 在 重 要 位 置。《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 年)》也要求“发挥体育健身对形成健

康文明生活方式的作用，树立人人爱锻炼、勤锻炼、重
规则、讲诚信、争贡献、乐分享的良好社会风尚”［7］。
因而，强化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通过丰富群众娱乐选择和重拾乡土民俗文化

推动乡村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构筑“乡风文明”和推进“治理有效”的应有

之义。
1． 4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加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亦

是防范因病返贫，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抓手

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颁布实施开始，脱贫攻坚就一直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重

点。乡村振兴战略 2020 年目标任务明确提出:“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3］。然而，《国务院关于脱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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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4 335 万人，其中因病致贫比例

从 2015 年的 42 % 不降反升至 2016 年的 44 %［8］。
未富先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严重制约着十九大报

告中“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目标愿景的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

是前提”，为应对因病致贫的问题，除了完善农村医

疗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农民体质健康预防以降低患病

风险与开销也是应对因病致贫的有效方式。世界卫

生组织权威研究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要的预

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 1∶ 8． 5 ∶ 100，关于体

育健康和医疗消费的诸多研究也表明，增加运动锻炼

是减少医疗开支的有效途径。所以，加大乡村全民健

身事业投入力度，从健康角度可以增进百姓身心健

康，保障劳动收入能力，从经济角度可以降低农民患

病的风险，减少因病致贫的发生。因此，强化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对于推进精准扶贫事业、实现乡村

“生活富裕”而言意义重大。

2 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困境及

其主要原因

2． 1 存量配置落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距离均等化

发展路还漫长

就乡村振兴战略 2020 年、2035 年和 2050 年“三

步走”规划来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和“基本实现”已成为其核心目标任务之

一。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已是城乡融合发展大势所趋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但对照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我国城乡公

共体育服务距离实现“均等化发展水平”仍有很长的

路要走。首先，在场地配套硬件和体育服务方面，虽

然 2013 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农村体育场地数量占比已由 8 年前的 8． 18 %大幅增

长至 41． 38 %，但诸如灯光配备、开放时段服务、场

地器材使用指导服务等，缺失或配置不合理问题严

重，与城市成熟、完备的体育场地配套资源相去甚远。
其次，我国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超过 200 万人

［9］，

但其培训、服务地点大多位于城市，全国 1774 个社会

体育指导员地方协会中，分布在县乡村一级的仅占总

数三分之一
［10］。《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农民体

育工作指导意见》)尚处在“到 2020 年，实现 80 % 的

行政村有 1 名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11］
的低要求

水平，难以满足农村群众体育发展需要。最后，体

育场地硬件资源方面，如表 1，城市每万人体育场地

数量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明显高于乡村，且从东部

到西部差距逐渐增大，西部城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比值高达 2． 38 倍。即使仅比较不同区域乡村的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东部也较中、西部高出约 60 % ，

暴露出区域、城乡体育硬件资源严重失衡的问题。
所以，就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来看，配

套服务、社会体育指导员、场地硬件方面的发展滞

后问题，正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目标的实现。

表 1 东、中、西部地区城乡人口、体育场地数量和体育场地面积

地区
东部

城镇 乡村

中部

城镇 乡村

西部

城镇 乡村

东部、中部、西部之比

城镇 乡村

人口 /人 329 398 109 220 539 393 191 327 445 231 188 155 149 279 992 211 077 775

体育场地数量 /个 492 275 269 230 247 329 204 625 217 683 204 232

体育场地面积 /m2 742 678 510 274 281 388 323 913 870 179 235 476 265 491 301 157 574 091

每万人场地数量 /个 14． 94 12． 20 12． 93 8． 85 14． 58 9． 68 1． 16∶ 1∶ 1． 13 1． 38∶ 1∶ 1． 09

人均场地面积 /m2 2． 254 7 1． 243 7 1． 693 0 0． 775 3 1． 778 5 0． 746 5 1． 33∶ 1∶ 1． 05 1． 60∶ 1∶ 0． 96

人均场地数量城乡比 1． 22 1． 46 1． 51

人均场地面积城乡比 1． 81 2． 18 2． 38

注:该数据由国家体育总局《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汇编》(2013 年)和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

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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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体育资源利用并不充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

展仍有较大的可提升空间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一大障碍，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很好

地解决。长期以来，国家过于重视城市的发展，而

忽视农村，致使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正是由于

城乡关系认识不到位，农村发展目标定位和发展理

念出现了偏差，所以也就必然造成农村发展困境重

重，包括农村体育资源缺乏挖掘、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效益不高等问题。第一，对于农村因人口外流而

出现的农田、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等大量土地建筑

闲置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有效利用农村零

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预留部分规划建设用地指

标用于单独选址的农业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等建

设”。但现实中，一些室外健身场地设施选址偏僻

而分散，出现雨天倒灌、夏天暴晒等情况，而与室内

体育活动场地紧缺并存的却是农房的大量闲置现

象，体育场地资源的低效配置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参

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一些体育休闲、旅游

设施项目也因集约用地、土地三权分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等资源盘活方面的问题而难以开展。第二，

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宝贵财

富，如何“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是乡村振兴

战略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体育而言，山河林田湖

海等构成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体育自然资本”，

适宜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众多，但诸如“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等项目大多只重视

人文体育、外来项目，对诸如登山、露营、攀岩、溯溪

等可以依托本地生态环境的休闲运动项目缺乏挖

掘。第三，当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超过耕地总面

积的 40 % ，农 业 污 染 排 放 量 约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50
%［12］，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使得高污染能耗企业

迁入乡镇，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流向乡村，农村水土

环境污损化严重
［13］。这些恰恰与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

振兴”的理念相悖，就平衡生态和经济来看，大力发

展公共体育和体育旅游路线，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还能减少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
［14］，但无论

是理念还是实践层面，均尚未推行开来。总之，一

方面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品质仍处于较

低水平，另一方面，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土地、生

态环境等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到位，使得公共体育

服务这一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事业仍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2． 3 文化建设得不到应有重视，标准化、“一刀切”、

效率优先式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可取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

村振兴战略详细阐述了如何“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

秀传统文化”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从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明两个角度强调了落实乡村文化振兴的

重要性。然而长久以来，乡镇建设过程中，基层干部

过分重视经济发展，一切向钱看，只追求 GDP 等“看

得见”的指标成绩，对无形、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没有显著经济产出的文化事业，则明显重视不足。
一是，在基层文体设施建设方面，包括体育设施、图书

室的配置等，成为应对上级检查的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一些文体活动开展只是走个过场、完成考核任务，

乡镇基层干部对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欠缺，导致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生动力不足、流于形式。例如

一些农村体育活动不结合群众实际需求，项目选择上

忽视老弱妇幼人群、开展时机不考量农耕闲忙时段，

造成体育活动少有人问津;一些体育场地设施为建而

建，远离村社、缺乏管护、闲置损坏比例高，有的村庄

甚至将乒乓球台安放于村委会大楼内，常年不对外开

放，成了村干部的专享，既损害了农民体育权益，也无

法服务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需要。二是，就如何处理

城乡文化文明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立足乡村

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但就农

村体育事业而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地位并不平

等，诸如“雪炭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实施计划，受西方、城市的现代体育、竞技

体育路径依赖影响，集中在篮球场、单双杠等非本土项

目的供给上，对于地方民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乡土

文化代表则缺乏培育和财政扶持，而且，无论是场地器

械规格、运动负荷还是技术结构，乡村一律向城市看

齐，在标准化、“一刀切”、效率导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模式下，也并未兼顾不同地域间的具体差异
［15］。总

之，发展理念的偏差，造成乡村文化建设得不到应有重

视，而“乡土文化基因”的缺失，不仅使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效果大打折扣，也给“乡风文明”的重塑、乡村文化振

兴的实现带来了困难。

3 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的

理性思考

3． 1 思路上重塑城乡关系，找准均等化发展方向

与“城市反哺农村”不同，城乡融合强调的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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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互促、城乡互补”，其本质是工农城乡发展地位的

平等，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发挥各自功能，从而

重塑城乡关系，包括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首先，应该认识到，由于经济基础、地域情境、人口密

度等因素，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是存在天然差

异性的，不应该崇尚均质化
［4］。而“均等化”所关注

的是如何满足城乡基本层面公共服务的供给，也绝非

质、量等方面的完全等同，这其中，科学平衡城乡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投入尤为重要。就当前来看，在保障全

社会全民健身总投入增加的基础上，可以对城市及发

达地区以政策、制度等无形资产投入为主，并以其发

达体育产业市场作为政府投入的补充，对农村与欠发

达地区，则增加政府对其资金、场馆设施等有形资产

投入占比，以此来满足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差异化的发

展需要，加速均等化进程。其次，推进城乡体育资源

优势互补。一是要借鉴城市体育设施建设和服务供

给的先进理念与手段，将来自城市的经验结合乡村本

土地域特色应用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当中。二

是可以融合城市成熟的资本与乡村富余的土地，选择

合适的体育场馆或群众体育活动布局在城乡交界区

域，在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缺问题的同时，满足乡村

体育事业发展需要，打造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网络。
总之，城乡融合大背景下，客观认识城乡天然差异，平

衡城乡发展地位，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利用，是公共

体育服务迈向城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
3． 2 模式上依托产业动力，借助乡村生态资源，加快

体育事业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通过“产业兴旺”以振兴乡

村全局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好农村水土环境等要素资

源，成为落实“乡村旅游 + 体育休闲 + 生态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的一大关键。而农村发展体育类相关产

业的同时，也必然带动农民健身理念和农村体育资源

水平的提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益的升级也将

随之而来。所以，就资源要素利用来看，第一，要走生

态化发展之路，注重农村水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基层

政府应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
［3］，包

括利用生态环境开发休闲运动、体育旅游等产业项

目。如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通过土地流转，在

不突破耕地保护红线和不超越政策底线的基础上，规

划建设了一条连接 5 个村庄、穿越山林和湖泊、长约

5 200 m 的自行车赛道，在保护开发山水资源的同时，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体育旅游和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第二，结合农村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开展特色体育

活动。我国农村分布广泛，地域情境、人文背景迥异，

无论是山川河流林间绿地，还是一些地方民俗、民族

传统活动，都是农村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能够开发为群

众体育项目的宝贵资源，农村可以在此方面做文章，

探索适合当地地理、气候、人文条件的体育运动，如徒

步、攀岩、划船、滑雪等，以解决农村体育项目种类少、
重复度高的同质化供给问题。第三，在产业融合背景

下，推进体育资源与生态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

展，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提振地方品牌经济的作用

不可小觑。如浙江衢州城北的灵鹫山国家森林运动

小镇，依托森林山野资源建立起丛林穿越、射击射箭、
极限运动等项目基地，并积极筹划全国森林运动会、
国际森林汽车穿越大赛等品牌赛事，不仅以生态体育

实现了乡村经济发展转型，也丰富了当地农民的体育

文化生活。总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和生态宜居的前提，而如何科学结合乡村生态

资源，借力体育产业服务地方经济，从规模和种类上

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益，同样是乡村体育事业重

要的转型契机。
3． 3 策略上注重乡土人文，以体育文化繁荣乡村，助

力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长盛发展

的源动力。农村在发展产业实现物质脱贫的同时，兼

顾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文化脱贫”同样重要。公共

体育服务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

服务乡村文化有机体的建设。为此，首先，要转变

“GDP 至上”的发展观念。应该认识到，乡风文明的

重塑对于乡村治理，以及保存和扩大乡村经济发展成

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文化属于第三产业范

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数见不鲜，乡村文化

建设已经成为支撑乡村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的一大重要引擎。其次，充分发挥体育的教化作用。
体育充满着正能量，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人们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遵守社会法规的责任意识。
所以，营造“全民健身”活动之风，不仅能解决乡村精

神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从文明教化的角度讲，也能

驱散打牌成瘾、赌博成风等不良风气，有利于乡村实

现“有效治理”。再次，应加强对农村本土体育文化

的扶持。地方特色体育活动在团结和孕育乡村人民、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是现代体育无法比拟的。因

而，加大传承推广民族、民俗、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力

度，对地方非物质体育文化充分保护挖掘，其意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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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在广西、海南等地的抢花炮、打陀螺等传统

体育活动极富观赏、娱乐性，得益于保护和传承，每年

均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既活化了乡村记

忆，也带动了地方经济。最后，要致力于营造体育公

共文化空间。基层政府应推动体育场地设施建管并

举，在选址、开放管理、配套维护等方面贴合农民所

需，让农民在空间上可达，时间上能达，心理上愿达。
体育活动方面，一可结合“三农”特色创制具有本土

特征、农耕底蕴，汇集趣味、展演、赛事于一身的体育

健身项目，二可依据农村人口学特征，开展满足不同

人群体质、锻炼需要的活动，使农民愿参与、能参与、
乐参与。总之，乡村文化振兴不容忽视，应充分发挥

文化事业对于乡村经济、治理领域的促进作用。此

外，通过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进而保障、培育

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氛围，同样是乡村振兴

不可遗漏的课题。
3． 4 要素上强化有效供给，激发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全要素供给活力

农村及其连带事务，一旦“回流效应”无法大于

“外溢效应”，则系统平衡将被打破
［16］。从要素供给

层面来讲，保障人才、资金、土地的“净流入”是乡村

发展的关键，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而言也不例外。首

先，在资金方面，体育彩票公益金和体育产业引导资

金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重要的经费来源，各乡镇应将

本级留成资金充分用于农村群众体育。同时，通过鼓

励民间捐赠、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形式，优化农村体

育场地设施投资结构，并落实国家财税优惠政策
［17］。

其次，要重视农村基层体育组织建设和农村体育人才

培育。一要尽快出台农村体育组织成立运营条例，合

理设置门槛，简化申请流程，并改变公共体育资源由

地方政府、官方体育协会垄断的现状。二可建立激励

机制和培训制度，培育乡村学校体育教师、大学生村

官等成为农村体育带头人，并积极借鉴大学生支教项

目，引导体育背景高校人才下乡，壮大基层社会体育

指导员队伍，而针对农村民俗体育资源丰富的特点，

还应特别注重民俗传统体育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最

后，就土地资源而言，针对田 头 闲 地、散 地、“四 荒

地”，以及村社闲置集体建设用地、房屋等资产资源，

可结合土地流转、旧房空房改造等，进行集约利用，科

学统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总之，乡村振兴战略

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人、钱、地”问题，全要素供给

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也是破除农村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难题的关键之举。

4 结束语

纵观全文，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差距与城乡二元结

构息息相关，是城乡发展鸿沟的一个缩影。乡村振兴

战略所秉承的城乡融合、产业转型、人文构筑、要素供

给等理念，正是化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症结的一

剂良方，加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的有效供给研究，贴合国家中心发展思路，也符合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实际需求。诚然，“三农”问题

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也

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此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改革同样任重而道远，仍有待跟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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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厦门市内厝现有的资源禀赋，构想厦门市内厝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为厦门市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提供 参 考，为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探 索 一 条 特 色

途径。

表 2 厦门市内厝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二级配套设施

服务点 主要服务元素

锄山服务点 依托锄山香草村的建设基础，丰富游览项目及服务配套，加强农家乐及特色餐饮设施并逐步植入住宿功能

乌营寨服务点 协调乌营寨休闲养生基地的发展，逐步完善片区基础设施，植入餐饮、露营个素质拓展等服务功能

许厝服务点 基于许厝文化第一村的建设，结合许厝乡村创意集市的开展，植入餐饮、购物、娱乐和住宿等功能

琼坑服务点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随着周边产品的开发、人气的集聚、逐步植入餐饮、娱乐等功能

曾厝服务点 保护现状良好的古居民聚落，在旅游氛围较为浓厚的条件下，进行保护性开发，植入餐饮、住宿等功能

黄厝服务点 利用黄厝与中非世野生态园的区位优势及其资源禀赋，同步推动旅游功能的植入，包括餐饮、住宿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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