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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围绕乡村振兴实施战略,以“二十字”总要求为切入点,阐述乡村振兴中农

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根据涉藏农村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和复杂性,分析提升体育公共服务的困境,找准问题,精准施策。
由此得出:深入挖掘整理藏民族体育文化,打造文体旅融合经济链,实现产业兴旺;绿色低碳,打造生态宜居乡镇;推崇价值引

导,提升文明乡风民风;找准突破点,调整平衡度,做到治理有效;转变价值取向,实现生活富裕等提升体育公共服务的精准突

破路径。 通过涉藏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之一,找准资源利用,提高服务标准,扩大内

需,逐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体育公共服务振兴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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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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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指出:由于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所以,随着农村经济水平逐渐提高,生活水平逐步

改善,这一社会矛盾更加明显。 统筹解决发展“不

充分”的问题,缩小这种“不平衡”差距,从而达到城

乡均衡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 体育公共服

务是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解决“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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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的矛盾过程中,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凸显,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乡村振兴中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涉藏地区主要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
川、云南的藏族聚居区。 青海省藏族聚居区主要集

中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

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肃省

藏族聚居区主要集中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藏族

聚居区主要集中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云南省藏族聚居

区主要集中在迪庆藏族自治州。 涉藏地区曾是脱

贫攻坚中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前期贫困人口多且分布较散,深度贫

困与自然条件、民族宗教、社会治理等因素交织,地
广人稀,农村人口比重大,呈现农牧区兼有,且以牧

区为主的混合区域。 涉藏地区作为精准扶贫的深

度贫困地区,被大众广泛关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后,涉藏地区的乡村振兴工程乃是关注的焦点。 早

在十六大,胡锦涛同志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美丽乡村重大实施战略计划,把解决“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部署。 2021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出台,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是 21 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1] ,把农村的规

划和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对“新农村”建

设的升华。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

的五个方面,体育公共服务从“以人为本”出发,在
乡村振兴中有不可缺失的地位,新农村建设在体育

公共服务高效提升的基础上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焕发“新”面貌,取得“新”成效。

首先,从体育的健身功能出发,扩展到“健康中

国”层面,农民体育则是夯实我国“全民体育”的工

作重点[2] ,是有效促进农民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
农民体育开展的好坏,对全民健身成效有直接的影

响。 第二,从体育的强国功能出发,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提供

有效的供给,不仅关系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

现,更关系到美丽乡村能否全面建成以及实现城乡

一体化统筹发展的大局[3] 。 第三,从体育的休闲娱

乐功能出发,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实施,对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村民获得幸福感

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从体育的辐射功能出发,
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具有统一体育服务理念

导向,促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推动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 所以,乡村振兴中农村体育

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体育公共服务的水平

直接影响农民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是实现安

居乐业重要指标。

二、涉藏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

(一)供给总量不足,呈现“假饱和”状态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城市和乡村的公共体育服

务指数,城市为 1. 74,而农村仅为 0. 82,城市大约是

农村的 2 倍[4] 。 涉藏农村地区又多以牧区为主,呈
现地大物博、地广人稀的现状,其 80%以上的地方

未曾开发和利用,属原生态世外桃源,也就因为其

原汁原味的生态环境,导致当地村民仍保持着传统

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思维。 涉藏地区不同区域的经

济、文化、生产、生活有共性也有特性,从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得知(表 1),涉藏地区的农村人口远大

于城镇人口,且是城镇人口的两倍左右,由此可见,
农村人口在涉藏地区全民健身工作作用的关键性。
从表 1 和表 2 数据可以看出,涉藏地区基本呈现地

域面积大、人口比例小的特点,同时给“健康中国”
和全民健身工程的全面实施带来巨大挑战。 而农

村又属于经济、文化、思想相对滞后地区,农村数亿

人口的健康问题,大大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健康水

平。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当地居民生活条件

得到大大改善,而思想却需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

和教育渗透逐渐改变。 从表 3 可知,西藏共有 74 个

县级单位,120. 223 万平方公里,到 2020 年健身路

径器材仅 3
 

108 套,健身工程 5
 

761 个,且从 2016—
2020 年仅分别增长了 851 套和 70 个;从表 4 可知,
迪庆藏族自治州共 2. 387 万平方公里,29 个乡镇,
193 个村级单位,在 2016—2020 体育场和体育公园

竟成负增长,增长最快的是村级篮球场,其他增长

速度缓慢,可见涉藏地区公共体育资源增长速度已

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阻碍

了全民健身工程的有效实施。 通过访谈脱贫攻坚

干部了解到,大多数年龄偏大的村民未受过教育,
不能正确认知体育锻炼内涵,没有合理运用体育来

改变身心健康的意识,致使在牧区农村为数不多的

体育场地鲜有人光顾,而造成体育场地设施的“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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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状态。 加之农村处于行政管理“五级模式”的

末端,资源辐射弱,农牧民的真实诉求难以真实传

达,导致供需不符而出现“假饱和”现象。
表 1　 第七次人口普查中部分涉藏地区城镇

和农村人口数对照表

地区 面积 / km2 总人口
数 / 万

城镇人口
数(%)

农村人口
数(%)

西藏自治区 1
 

202
 

230 364. 81 130. 34
(35. 73)

234. 47
(64. 27)

甘孜藏族自治州 153
 

002 110. 74 34. 44
(31. 01)

76. 30
(68. 99)

迪庆藏族自治州 23
 

870 38. 75 12. 04
(31. 07)

26. 71
(68. 93)

甘南藏族自治州 40
 

201 69. 18 29. 24
(42. 27)

39. 94
(57. 73)

果洛藏族自治州 76
 

000 21. 56 7. 56
(35. 08)

14. 00
(64. 92)

备注:数据来自“人口数据库”公众号。

表 2　 部分涉藏地区面积对照表

地区
西藏

自治区
甘孜藏族
自治州

迪庆藏族
自治州

甘南藏族
自治州

果洛藏族
自治州

面积 /
万 km2 120. 223 15. 300

 

2 2. 387 4. 020
 

1 7. 631
 

2

备注:数据来自网络

表 3　 2016、2020 年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体育健身资源

类别 2016 年 2020 年 增长数量

健身路径器材数量 / 套 2
 

257 3
 

108 851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数量 / 个 5

 

691 5
 

761 70
备注:数据来源于西藏 2016、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表 4　 2016、2020 年迪庆藏族自治州农村公共体育健身资源

类别 2016 年 2020 年 增长数量

体育场 / 个 5 2 -3
乡镇灯光球场 / 个 35 41 6
村级篮球场 / 个 797 1664 867
体育公园 / 个 6 5 -1
健身广场 / 个 8 15 7
全民健身站、点 / 个 17 23 6
备注:数据来源于迪庆 2016、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二)文化资源利用不均衡

藏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文化通过新旧媒介

的宣传,已被广而告之,而有的文化正处于生存和

淘汰的边缘,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有灭绝的危险,如
甘肃的“华锐”文化和四川丹巴的“藏碉楼”文化,由
于保护和传承意识淡薄,濒临消失的危险。 基于每

一种文化的地域特征,农牧民、基层政府和社区组

织作为文化发展关键的三大主体,管理缺失就会导

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自发自为状态,既未能使农牧

民的文化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也没有借助公共文

化的力量激活优秀民间文化,使这一优势资源在公

共文化建设中未得到充分利用[5] 。 在涉藏地区,区
域文化非常明显,且呈现散点式自主发展现状,有
些文化资源被合理应用并加以打造,取得了异常丰

厚的收获,有些文化资源却未能善用,逐渐衰落。
(三)经济落后,“不平衡”矛盾突出

在涉藏地区,由于气候、海拔、交通、人文等因

素,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显,从表 5 可知,涉藏地

区人均 GDP 与全国人均 GDP 差距甚大,直接影响

了公共资源建设速度,在公共体育资源方面“不平

衡” 的问题持续诱发。 从表 6 部分涉藏农村地区

2016—2020 年的恩格尔系数来看,甘孜藏族自治州

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农村地区分别处于温饱和小康

状态,距国家经济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导致村民享受体育公共资源的愿望不强。
表 5　 2016、2020 年部分涉藏地区 GDP 与全国 GDP 对比

地区 2016 年 / 亿元 人均 / 元 2020 / 亿元 人均 / 元
中国 744

 

127 53
 

974 1
 

015
 

986 71
 

997
西藏自治区 1

 

150. 07 35
 

143 1
 

902. 74 52
 

157
甘南藏族自治州 135. 95 19

 

213 219. 06 27
 

656
甘孜藏族自治州 229. 8 19

 

596 410. 61 37
 

079
备注:数据来源于各地 2016、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表 6　 2016、2020 年部分涉藏地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

地区
恩格尔系数 / %

2016 年 2020 年
降幅

中国 37. 1 32. 7 4. 4
甘南藏族自治州 45. 1 42. 3 2. 8
甘孜藏族自治州 56. 5 46. 07 10. 43
备注:数据来源于各地区 2016、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四)专业人才匮乏,难以实现服务目标

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必须坚持“科教兴体、人才

强体”,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重视和发挥科技、教育、人才在

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6] 。 由于涉藏地区的

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经济水平等因素,专业院校毕

业的高层次人才会考虑地理位置、薪资水平、发展

空间,因此难以引入优秀的体育专业人才,导致地

域体育工作严重受阻。 据调查,甘孜藏族自治州德

格县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全校师资以中专为主,
且无专业体育人才。 加之仅有的体育人才基本分

·34·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3 卷

布在城镇、中小学和管理部门,农牧民公共体育服

务无法得到“质”和“量”的满足。

三、提升涉藏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精准

突破路径

(一)深入挖掘藏区文体资源,实现“文体旅”产业

兴旺

1.充分利用节庆日,打造“文体旅”融合产业

在藏民族聚集区,按照民俗民风习俗,有丰富

多彩的节庆日,庆祝丰收、祭拜神灵、许愿未来,藏
族人民都会盛装集聚欢庆。 藏历年、雪顿节、大佛

瞻仰节、降神节、跳神节、林卡节、望果节、燃灯节、
驱鬼节、仙女节、朝山节等,都是藏民族的传统节

日,在很多节日都会举行传统体育项目竞赛,如赛

马、赛牦牛、格吞、摔跤、登山、抱石头、射箭、射碧秀

等,文化体育旅游部门可通过新媒体,根据全年节

日分时段进行展示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涉藏地

区参观、旅游、体验,并分地设立节日驿站,为游客

免费提供咨询、讲解、路线规划服务,增强游客融入

感和体验感,能有效促进自媒体宣传效应,达到“文

体旅”产业经济长效增长的良性发展趋势。
2.巧借“非遗”品牌文化,促进“文体旅”产业发展

在涉藏地区,民间文学、民间舞蹈、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众多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几百项,且大都缺乏文字记

载,以传承人和口头方式流传至今,“人走艺亡”的

情况严重,为杜绝失传困境,增设传承路径和方式

已成为现阶段“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内容。
借助国家“非遗”品牌效应,与“文体旅”完美融合,

以“非遗”宣传村庄文化,打造旅游品牌,让游客在

“非遗”村镇能听“非遗” 故事,观赏“非遗” 舞蹈和

戏曲,感受“非遗”民俗文化,使“非遗”文化既能对

内提升和巩固,又能加大对外宣传和传播的功效,
达到内外双赢、名利双收的效果。
(二)倡导绿色低碳,打造生态宜居乡镇

1.加大科学锻炼惠民宣传,提高大众体育需求度

由于涉藏地区基本属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

后,民风淳朴,文化水平差,祖辈的生产生活模式早

已根深蒂固,加之交通不便,思想仍显封闭自守。
农民群众的体育锻炼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出现

“乒乓球桌晒被子,篮球场晒粮食”的尴尬场面。 特

别是涉藏农村地区,对政策宣讲只入耳,却未真正

入脑入心的普遍现象,导致涉藏地区民众的体育公

共服务权利不被广泛认知。 可采取多渠道多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进行科学锻炼惠民宣传,通过村

民大会、农民夜校、结对认亲等方式,大力宣传科学

锻炼的显性和隐性价值,让村民了解体育锻炼的基

本知识,如运动前的热身、运动中的用力技巧和方

式、运动损伤的防治等以及家庭体育、团队体育精

神、正确认识竞赛胜负等,提高群众体育需求,并呈

现涉藏农村地区体育需求不断加大的良性发展趋

势。 随机查询了部分涉藏地区 2020 年村民可支配

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从表 7 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

平均一万多,且收入和消费支出呈逐年增长趋势,
恩格尔系数也在降低,说明村民如今用于精神消费

和身体健康的消费也在逐年增加,健康意识正在逐

步提高,通过正确引导,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度将会

越来越高。

表 7　 部分涉藏地区 2020 年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情况分析表

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比上年增长 / % 人均消费支出 / 元 比上年增长 /
 

% 恩格尔系数 / % 比上年增长 / %
西藏自治区 14

 

598 12. 7 8
 

917 5. 9 36. 2 -7. 3
甘南藏族自治州 9

 

129 8. 2 7
 

679 11. 5 42. 3 -0. 8
甘孜藏族自治州 13

 

967 9 9
 

868 5. 1 46. 07 -7. 9
海北藏族自治州 14

 

842 6. 7 11
 

143 7. 1 32. 6 0
备注:数据来自《西藏自治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甘南藏族自治州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甘孜藏族自治州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北藏族自治州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依策合理扩充“站点”,扩大服务面,实现全覆盖

农村体育是全民健身实施成效的关键。 牧民

新村的建设,把散居的牧民集聚在一起,有效解决

了子女入学等问题,但精神文明建设还处于薄弱阶

段,全民健身“站点”的扩充能有效促进涉藏农村地

区精神文明建设。 借助乡村振兴的有利政策,按标

准化扩建社会体育指导站、体育活动站、体育文化

推广站、节庆体育筹备站。 按“分散—整合—分散”

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模式,统一管理,分散实施,村
级、乡镇级、县市级标准化匹配相应站点,村镇按需

求量达到“一站”或“多站” 模式,以“站点” 效应实

现农村全覆盖,并使其有效发挥作用,就能达到以

“站点”促进农村体育的积极健康发展。
3.打造特色休闲体育乡镇,提升生活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上

强调:促进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结合,更好调动

·44·



第 4 期 蒋建琼,
 

丁　 鼎:乡村振兴战略下涉藏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精准突破路径研究

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

的良性循环长效机制[7] 。 涉藏地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充分利用有利

资源和政策,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以休闲娱乐

为主线,特色体育文化为底蕴,抱团建设发展家乡,
走特色景观、特色文化、特色民风的产业路线。 以

区域化不同文化底蕴特征,打造特色鲜明的休闲体

育乡镇,突出记忆深刻的体验、传播、认同模式,增
强文化品牌效应。 一方面,吸引外来游客,增加旅

游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和

习惯,有效提升生活品质。
(三)推崇价值引导,提升文明乡风民风

1.丰富体育活动载体,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1)通过大型节庆表演和比赛,通过“以演促

练”“以赛促练”,促进日常体育活动开展。
(2)制定丰富多彩的民间全民健身活动,如“打

酥油”“骑牦牛”,更有“百箭齐发” “千人锅庄” “万

马奔腾”等具有吸引力的藏民族民间体育活动,提
升民族自信和人民幸福感。

(3)增设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推广活动,为更好

地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本土传统体育

文化,让每一位当地居民都能成为本土传统体育的

传承者和传播者,全民传承和发扬好本土体育文

化,民族文化能代代相传。
(4)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齐头并进,在开

展好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也要加强现代体育文化

的培养,学习和掌握一些通识体育技能,如乒羽网、
篮足排、武术、田径、操类等,主要针对一些未经过

学校体育教育的人群,丰富活动内容,增强参与兴

趣,培养运动技能。
2.营造良好体育氛围,倡导文明新风尚

在全民健身中加大文化引领作用,并注重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倡导体育“强带

弱”“大带小”的体育帮扶机制,加强村与村之间、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制定实施体育文明奖评

选方案和激励办法,表彰贡献突出、具有影响力的

体育文明村、体育文明家庭以及体育道德风尚个人

等,营造良好的体育氛围,促进全民健身工作健康

有序发展。
(四)找准突破点,调整平衡度,做到治理有效

1.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模式,加快农村体育发展

在涉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也存在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涉藏地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模式可有效

缓解这一突出矛盾。 这里所说的“一体化”,并非农

村并入城市或城市并入农村,而是提倡农村的公共

服务标准向城市看齐,村民能享受到城市居民基本

的服务标准。 涉藏地区城镇向大城市看齐,乡村向

城镇看齐,统一管理,统一实施,逐步缩小差距,调
整平衡度,达到“一体化”标准。
2.因地制宜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健全体育公共服务

体系

　 　 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是健全体育公共服务的关

键,也是落实全民健身的条件保障。 涉藏农村地区

地广人稀的特殊性,加上牧民新村的“半空村” 现

象,半散居的居住方式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

严峻考验。 由于涉藏农村地区区域体育的独特性,
应以“农体融合、多项发展、突出一项”的原则,因地

制宜选择性增设体育场地设施。 选择生产活动与

体育活动相结合的叠加互补项目,与区域体育活动

有影响功能的相关体育活动来打造体育基础设施,
并突出一项区域性和参与性都较高的体育活动作

为突出基础设施项目进行重点打造。 随着“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的全覆盖,增设了大量公共体育设施,
新增场地设施的项目选择须精准化,不能盲目大量

推崇大众化项目,而要因地制宜,择优选择。 体育

指导员也可以根据重点项目进行配备,切实把行政

村的 1 名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农民人均 1. 8 平方

米的体育场地真正落到实处并发挥作用。
3.借助“教育振兴”,加强学校体育建设

学校体育是教育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也是促进

运动能力提升、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环节。 乡

村振兴的前期已开展了脱贫攻坚工程,但教育扶贫

并未完全解决涉藏地区学校体育的实际问题,因此

“教育振兴”就肩负了更大的责任,即学校体育的建

设工程。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

民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是当前

为解决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问题颁布的,文件明确

提出:“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办学

条件全面改善,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机制更加健全,
教学、训练、竞赛体系普遍建立,教育教学质量全面

提高,育人成效显著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

养明显提升。 到 2035 年,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

学校体育体系基本形成” [8] 。 由此可见,国家对于

学校体育的改革力度和决心,对基层体育组织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体育人才问题,由于学校

体育对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问题直接关系着

体育建设工作的质量问题,加之涉藏地区经济、地
理、气候的现实状况,合理制定引培人才计划,从体

育教师队伍建设入手,首先解决体育教师“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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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次,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从学校体育的三大

主体课程入手是关键,上好保质保量的体育课,开
展丰富多彩的大课间,组织活力高效的课余体育活

动,开展好三大主体课程是当前学校体育改革急需

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思考。
4.合理制定引培计划,促进体育治理现代化

实现体育现代化和有效治理离不开专业人才,
体育专业人才对区域体育的创新和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4] 。 由于涉藏地区的特殊情况,针对引

进和留住人才难的问题,应因地制宜,采取特殊、实
际的引进方式和渠道。 第一,定向培养本土人才,
对本地考上体育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后签

订定向培养合同,采取学费资助、学业提升等优待

条件,毕业后必须返回原籍工作,在体育相关部门

或学校定向服务一定年限,为本地体育发展贡献力

量。 第二,增加体育免费师范生名额,确保近 5 年每

所学校能新增 2 ~ 3 名体育专业本科以上专业人才,
为有效促进涉藏地区学校体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增设“西部计划”体育类岗位,吸引更多有志

向、有抱负的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到涉藏地区服务,
并加强保障机制,提升物质和精神待遇,确定转正

年限,增强存在感,确保人才稳定。 第四,增设“援

藏计划”岗,通过绿色引进通道,在大学选拔思想政

治硬、服务意识强、专业技术好的优秀党员到涉藏

地区工作,带动地方干部群体团结奋进、干事创业

的精神,有效提高工作成效,快速促进现代化体育

治理工程实施。 第五,加强本土人才送培计划,利
用短期培训和学历提升等方式,实行“五年一轮”全

覆盖计划,把涉藏地区体育工作者外送接受科学

化、现代化教育,提升业务知识和能力,有效提高工

作效能,逐年缩小体育差距。
(五)转变价值取向,实现生活富裕

1.转变供给方式,实现生活富裕

涉藏农村地区的面貌整改、素质提升主要是通

过“精准扶贫”来实现,源于对口帮扶资源和国家的

专项财政拨款,2020 年作为特困地区的涉藏地区已

实现了全面脱贫,虽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
但是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实
现乡村振兴目标,必须转变观念与创新思路,探索

谋生方式,找准谋生渠道,让自己变得强大,深入挖

掘本土体育势头,寻找适合产业发展“亮点”项目,
真正实现“输出”远大于“输入”的供给关系,才能保

证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目标。 为此,必须逐

渐把供给方式从外界供给转换成自给自足,彻底摆

脱“等、靠、要”的思想和形式,转变新思想,找准好

资源,运用好方法,创造新价值,用实际行动实现经

济目标,达到生活富裕。
2.加快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幸福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中提到:加强村级文化体

育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

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1] 。 这不仅对农村基

础设施条件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也对农民的

文化素质提出了新要求,要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跟

上时代的步伐,要有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的设施,
还要有现代化的思维,锻炼更强健的体魄、创造更

丰厚的财富、改善更优越的环境、获取更美好的幸

福生活。

四、结语

健康中国是国家发展的前提,体育公共服务又

是健康中国的关键,快速、高效提高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对促进健康中国、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改善健

康公平有决定性作用。 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也是

两个 100 周年的交汇之年,意义非凡。 在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后,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对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非常关键,我们要借鉴

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好乡村振兴的惠民

政策,摆脱涉藏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

境,深入挖掘整理藏民族体育文化,打造“文体旅”
融合经济链,实现产业兴旺;改造绿色低碳生态宜

居乡镇;推崇价值引导,提升文明乡风民风;找准突

破点,调整平衡度,做到治理有效;转变价值取向,
实现生活富裕。 以体育公共服务为突破口,在涉藏

地区达到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实现涉藏农村

地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逐步满足农牧民日

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体育公共

服务振兴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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