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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调查河南省农村群众体育的参与锻炼情况、生活方式和活动场所、参与锻炼的意识和价值取向、场地设施等基础上 , 发现影响
河南省农村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村体育的组织和体育网络的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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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

1 .1  目的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

程中, 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也是我国整个体育事业协调发展

的重要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农村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占

绝大多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 , 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没有

农民的小康 , 就没有中国的小康。”同样, 没有中国农村体育

事业的发展和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就没有当代中国体

育事业的进步。农民体育和农村体育工作不仅是体育问题 ,

还是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

及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

发展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河南省地处中原, 是中国第一人

口大省和农业大省,2005 年底总人口达9 768 万人, 其中居住

在城镇的人口为2 994 万人, 占总人口的30 .65 % ; 居住在乡

村的人口达6 774 万人, 占总人口的69 .35 % 。在构建和谐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中 , 研究该省农村群众体育的

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1 .2  对象 河南省地处中原, 地形地貌复杂, 有平原、山区、

丘陵。不同的地形地貌造就了不同的风俗文化, 所以农村群

众体育的发展也呈多元化趋势; 该省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

齐, 豫东、豫西、豫南、豫北之间经济差别较大, 县与县之间、

村与村之间贫富不均, 笔者将以这些地区的农民体育现状为

研究对象。

1 .3 主要研究方法

1 .3 .1 文献资料法。采取文献资料法对有关河南省农村的

政策法规、经济发展、群众体育、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等方面

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1 .3 .2 实地调查。设计调查提纲 , 找30 名农村学生志愿者

利用暑假了解本村或周边村的体育开展、场地设施、体育协

会等情况 , 每位学生至少询问30 位农民参与体育活动情况 ,

开学后各交一份反馈报告。反馈报告统计结果 : 调查了42

个村, 有932 位农民接受询问。

1 .3 .3 访谈法。利用体育课休息时间与所教班中的农村学

生交谈 , 了解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情况。

2  河南省农村群众体育发展现状

2 .1  参与体育锻炼情况  在接受询问的932 位农民中, 男性

为560 人 , 女性为372 人, 参加锻炼总人数共521 人, 占本调

查人数的55 .9 % 。男性锻炼者 276 人 , 占总锻炼人数的

53 % , 女性锻炼者245 人, 占总锻炼人数的47 % 。女性锻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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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低于男性。应该说体育人口是最具说服力的数据, 但根据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研究确定的现阶段符合我国

国情的体育人口判定标准: ①每周身体活动频度达3 次以

上; ②每次身体活动时间30 min 以上; ③每次身体活动强度

中等程度以上。即必须同时满足这3 个条件才能算是一个

体育人口。本次调查参与体育锻炼的对象还不能成为体育

人口。据王崇喜教授在2000～2001 年的调查, 河南省农村体

育人口仅占农民总人数的6 .28 %[ 1] , 但据肖丰教授2005 年的

调查, 河南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人口已达12 .65 % [ 2] , 以

上说明, 随着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

村体育人口也在不断增多。

2 .2 活动方式和活动场所 活动方式因各地地形地貌的不

同而相异, 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分布在河南省的东、西、南、

北、中各个地区, 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调查对象主要以散步、慢

跑、武术、下棋为活动方式, 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农民主要以爬

山、跳绳等为主要活动方式, 而在南阳、信阳地区多水、多河

的农民则喜欢游泳。另外, 活动方式也因各地风俗习惯的不

同而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如开封县李家庄的盘鼓, 陈家沟

的太极拳 , 开封的查拳, 豫北地区的秧歌舞等。调查显示, 大

部分调查对象喜欢参与乒乓球、羽毛球、台球活动, 篮球爱好

者也很多 , 但场地器材有限制。自发活动是河南省农民的主

要活动形式 , 农村体育网络组织虽稀少 , 很多农民却有通过

网络组织参加体育活动的意向。

调查还显示, 农村的体育场地器材很少, 乒乓球台都是

混凝土板式。在农民生活的村庄或集镇很少有正规的体育

场地, 农民的体育活动主要在自家庭院、田间地头进行。只

有在农村的中小学或县城、镇机关才有较好的体育场地。这

些与我国大的体育环境有关,2005 年国家第5 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最新数据表明: 截止到2003 年12 月31 日, 全国平均

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 .58 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 .03

m2 。这些体育场馆中65 .6 % 是教育部门所有, 约25 .0 % 为体

委、军警等其他部门系统所有, 封闭在高墙之内, 仅有8 % 的

“其他”部分可供普通百姓使用。资料显示: 我国群众选择在

马路边锻炼的达40 % , 其次是公园和居室, 最后才是收费场

馆[ 3] 。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员李力研曾指出 :“对于大多数中

国城市居民有实际意义的社区体育场地,2002 年人均只有0 .

006 m2 , 也就是拇指大的一块地方。”城市尚且如此 , 更何况农

村了。农村的体育设施在资金投入、科学布局、管理使用等

诸多方面几近空白, 全民健身计划的组织落实在农民群体中

还处在起步阶段, 依旧滞后于小康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进程。

2 .3  参与锻炼的意识及价值取向  对于体育锻炼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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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名参加锻炼的人中有178 人是因体弱多病 , 占34 .16 % ,

137 人是为消遣娱乐, 占26 .30 % , 用于健身目的的有290 人 ,

占51 .80 % , 另外有96 人是因喜欢体育, 占18 .40 %( 注: 此项

调查为多选) 。参加调查的932 人中不参加体育锻炼的达

411 人, 其中有28 .16 % 的人是因不喜欢体育, 有43 .0 % 的人

是因没有人指导不知如何锻炼,9 .80 % 的人认为用不着 ,

7 .79 % 的人认为没有场地器材, 说不上来的占2 .27 % 。

调查中还发现, 大多数农民对1995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不甚了解, 对其他的体育法律法规更是知

之甚少。在广大农村, 绝大多数农民终日忙于农作或外出打

工, 丰产丰收或经济上的收益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绝大多数

农民不知晓体育是基本人权, 不懂得体育对个体、家庭和社

会的作用和功能, 错误地将体育理解为狭义的强健身体, 认

为农事劳作同样可达到体育目的的全部, 这种局限的、错误

的认识是制约农村体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同时由

于农村人口疏散且流动较少, 经济活动简朴, 其生活方式、风

俗和道德等受传统惯性影响较大 , 除了民间传统体育娱乐形

式外, 农闲时的娱乐多为看电视、打麻将、打牌; 长期以来农

民对体育的目的和作用、内涵和意义认识不充分, 致使我国

农村体育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相当缓慢。改革开放

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 使劳动力获得了空前解放, 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可

供自由支配的农闲时间明显增多 ; 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的经历

调动了其追求现代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积极性, 越来越多的农

民开始更为关注健康、医疗和精神生活, 因此抓住机会普及

提高农民对体育的认识已成为现实问题。

3  影响河南省农村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3 .1 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

体育运动开展的规模和速度, 决定着体育事业内部的结构和

比例。经济不仅直接制约着群众体育工作的投入与体育活

动的数量和质量等, 还直接制约社会文化、教育水平、民族体

质状况、居民医疗卫生条件等。河南省农民多而不富, 乡村

人口总量大 , 在全国乡村人口中的比例大, 占全省总人口的

比例高, 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量大,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1978 年、1985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和

2004 年, 河南城镇化水平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 .3、8 .9 、

10 .9 、11 .8、13 和12 .9 个百分点,2004 年河南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7 .5 % , 而河南乡村人口和农林牧渔人员所占全国比重

分别是8 .5 % 和10 .6 % 。河南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85 .0 % , 且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004 年河南农

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6 .9 % , 其中 ,

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分别

相当于全国的75 .5 % [ 4] 。

同时, 有相关资料显示 , 河南省农民增收现状又呈现出

两重性: 一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数额和年增长率的正增长。粮

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良种与农机补贴、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

实施“两免一补”等政策的实施, 为农民新增收提供了有力支

持; 一是农民收入的年增长率涨幅的负增长。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河南省农村群众体育的

发展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也存在不平衡性。尽管经济水平

对社会体育的发展程度有着重要影响, 经济水平通过群众体

育消费和体育认知间接影响人们的体育参与, 但我们调查发

现, 经济不是影响群众体育开展的惟一因素。在河南省农村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 , 如南部山区同样能开展得很好。这说

明农村群众体育的发展程度, 不仅受经济水平影响, 还受文

化传统、教育科技、风俗习惯和对群体工作的重视程度等多

方面影响。

3 .2  生活方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 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 , 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被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生产

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 , 使农民的农闲时间增

加, 但由于文化建设没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 看电视、打

牌、聊天是大多数农民闲暇时的主要生活内容 , 由于尚未形

成完备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 因而对体质与健康方面, 认识

不足, 这就导致体质状况多方面存在隐忧, 肥胖的趋势在农

村也日渐明显。

河南省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依然以非经营性

的体育场所为主。家庭体育消费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所

占比例较小 , 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外的消费支出中, 子女教育

费用依然占主要部分。而体育消费仅体现在购买运动服装

鞋帽和体育器材或体育彩票, 文化程度高的居民体育消费高

于文化程度低的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 尽管人们的体育意

识在不断加强,“花钱买健康”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但总体

上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依然淡薄 , 消费水平也不高。

据谢婧对河南省居民慢性病现况的调查[ 5] , 河南省居民

总例次患 病率为 107 .7 % , 其中 城市为 119 .8 % , 农村 为

101 .2 % 。城市居民前3 位疾病的顺位是: 视力问题、胃炎或

溃疡、压抑或焦虑 ; 农村居民前3 位疾病的顺位是: 胃炎或溃

疡、压抑或焦虑、背痛/ 椎间盘问题。视力问题、高血压、心脏

病、糖尿病及中风( 脑出血) 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 , 城乡间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丁晓丹对河南省农村居民的

卫生习惯( 观念) 的调查发现, 在所访117 户农家中, 家人共

用1 条洗脸毛巾的比例高达98 .29 % , 有66 户农民每人每天

刷1 次牙,51 户则无刷牙的习惯, 其比例分别为 56 .4 % 和

43 .6 % 。108 个行政村中, 没有公共浴池的有81 个村庄, 占总

数的75 % , 其他27 个村共有50 个公共浴池, 平均每个浴池服

务4 758 人。在高死亡致死率病例中, 死亡原因主要为 : 脑血

管疾病、癌症、小脑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

等。常见传染病中, 乙肝和肺结核发病率最高[ 6] 。许多家庭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只有身体健康, 才能奔小康。因此, 应

当从体育和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上 , 深刻认识到搞好农民体育

的意义。

3 .3 体育组织和体育网络 在走访中发现, 河南省大多数

体育部门因经费问题很少发挥应有的作用。县级财政收入

的80 % 是用来养人, 体育事业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

“只花钱 , 不解决实际问题”, 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经费自然被

一再压缩、挪用。这对体育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体育设施的贫

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调查发

现, 农民体育网络组织很少 , 对于体育社会指导员这一职业

很多农民都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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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该地区特点的路径 , 建立一系列的长效机制, 才能保证

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2 .1 要有符合地方实际的工作机制 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

审时度势 , 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针。因此 ,

新农村建设应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 必须建立一整套与其相

适应的工作机制。

首先要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 通过新

农村示范村的建设积累经验, 探索总结新农村建设中带有规

律性的东西, 用来指导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其次, 必须

建立切实可行的考核机制, 健全督查制度, 将新农村建设工

作纳入相关“包抓”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评范围, 由新农村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各单位特点和对口帮建点的实际进

行量化考核。再次 , 新农村建设的成员单位应紧密配合, 加

强协调, 要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加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实行

资源共享, 从而形成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

2 .2  统筹安排 , 逐步分类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紧

密结合地方实际, 不能搞“一刀切”, 可根据自然条件、综合实

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将新农村建设的村子划分为不同层

次, 分类指导, 梯次推进。对有一定发展实力的村子, 政府要

指导其走自主发展的路子, 新农村建设的侧重点是通过扶持

引导, 促使其依靠机制创新,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

化农业、乡村工业、服务业, 鼓励和指导农民采用现代科学技

术, 建立公共生活福利设施等, 努力达到经济繁荣、生态良

好、文明进步的标准 ; 对处于发展期的村子 , 可通过政府扶

持、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项目扶持、产业增收来增强农村

经济的发展 , 新农村建设的侧重点是促使其通过产业开发、

规模发展, 增强经济实力, 完善基础设施, 美化村容村貌; 对

基础差, 发展困难大的村子, 可通过投资启动、扶贫开发的路

子, 通过政府投资、群众参与, 以解决温饱、改善环境、发展文

化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最为现实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

口, 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

病难等具体问题入手, 加大投入力度, 增强发展能力。

2 .3 建立资金多渠道长期投入机制 新农村建设应建立多

渠道的长期投入机制, 通过政府与市场结合, 要着力解决新

农村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

(1) 要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努力增

加预算内支农资金 , 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

( 2) 整合使用各类支农资金, 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政

府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 大力吸收回归资金, 形成政府

主导、多元投入的格局。

(3) 充分发挥农村信贷的支农作用, 形成农村组织和农

民发展产业的启动金。

( 4) 完善相关法规 , 建立谁投入谁受益的激励机制, 吸引

社会资金进入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要吸引一些涉农企业投入

到新农村主导产业的发展中来, 这样既可补充新农村建设资

金的不足, 又促进了农村产业的稳定发展。总之, 只有建立

一系列有效的符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长效机制, 才能确保新

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2 .4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新农村建设要

立足于全局, 统筹安排, 跳出农业来发展农业。在欠发达地

区, 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 重要的是工农互动, 城乡联

动, 全面发展。欠发达地区应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不断

增强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要在发展工业的同时 , 大力发展

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不断壮大工业经济总量 , 强化工业在

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

展, 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建立以城带乡的长效机

制, 应着力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不断增强城市支持农村发展

的能力。要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机制, 促进城

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加快建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

度, 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的社

会保障体系 , 促进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 ; 要着力消除影响城

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从根本上改变欠发达地区的城乡

二元结构, 加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5  将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

体的综合概念, 它与当前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实施的整村推

进的目标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应

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以扶贫重点村为载体, 赋予扶贫重点

村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内涵, 将每年启动实施的扶贫重点村当

作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去建设 , 这样不仅可加快扶贫开发

的步伐 , 还可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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