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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
Ξ

芦平生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

摘 　要 :运用问卷调查、田野实证等方法 ,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受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影响 ,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发展落差巨大和城乡差距悬殊 ,群

众体育发展不平衡 ,全民健身服务业有效供给相对匮乏 ,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环境、程度、条件有着现实的差异。

为此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应以“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形成多元化融资渠道”、“举办特色赛事与体

育活动”、“提供政策法规援助”和“建立评估表彰机制”为初始化建设目标 ,并形成以西北民族文化为基因 ,以人文地

理环境为依托的全民健身工程。研究旨在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满足各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要 ,进而全面提高各民族群众体质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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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ssue of Service System of Sports for

all in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
LU Ping2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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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 questionnaire and fieldwork research , the problems of the Service system about

building sports for all in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sses sports unbalanced developed in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relative lack of effective supply of services by influenced the regional economy , ed2
ucation ,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tandard of living with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For this reason , the

service system of sports for all should be perfec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 form a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 hold a

special competition and sports activities , provide the policies and laws assistance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s of valuation as the

initial targets in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 The purpose of study is to establish equality , unity , mutual help , and a harmonious eth2
nic relations , meet the nation’s growing need for sports fitness ,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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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建设西部小康社会的今天 ,构建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是满足不同民族、不

同阶层、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 ,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

体现。研究旨在促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国民体质健

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得以形

成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主要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

1. 2 　研究方法

通过相关的访问 ,确定了调查问卷的基本框架。

2006 年 6 月至 7 月召开了由 15 位专家组成的小型

座谈会 ,就问卷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研讨 ,删除了一

些与研究无关的问题。

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

试调查的基础上 ,于 2006 年 9 月至 12 月对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发放调查问卷 2 000 份 ,回收 1 865 份 ,

有效问卷 1 735 份 ,有效率为 86. 75 %。其中甘肃为

440 份 ,占 25. 36 % ;青海为 430 份 ,占 24. 78 % ,新疆

为 443 份 ,占 25. 53 % ,宁夏为 422 份 ,占 24. 32 %。

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调查的

同时 ,对西北 4 省 (区) 、地 (州) 、县 (区) 体育局及民

族事物宗教局、文化局、旅游局等单位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 ,回收 186 份 ,经检验剔除无效问卷 16 份 ,有

效问卷 17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85 %。通过对甘肃、青

海、新疆、宁夏等省 (区) 的田野实证 ,了解当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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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过程中的基本情况。

2 　分析与讨论

2. 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

历史性与现实性

1995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是

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相配套 ,强健中

华民族体魄的跨世纪发展战略规划。经过 5 年的不

懈努力 ,于 2000 年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架 ,标志着旨在提高国

民身体素质的群众体育活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

后 ,国家体育总局根据未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远景目标 ,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

工程 (2001 —2010)规划 ,确立“经过 10 年努力 ,实现

全民健身事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全

面提高国民素质 ,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

身体系和面向大众的体育服务体系”的奋斗目标[1 ] 。

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

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全民健

身计划 ,构建群众性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2 ] ,党的

十六大确立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提出未来 20 年要

“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体系和文

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以明

显改善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

康素质[3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加强城

乡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4 ] 。

党的十七大为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

观要求 ,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5 ] 。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发展为了

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具体体

现 ,它必然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

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而且

可以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利的

体力支撑和精神助力。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就是一个能够有效地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有力保障人民

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 ,促进国民体质普遍增

强的社会体育健身保障服务系统[6 ] 。为提高国民健

康素质服务 ,为繁荣体育事业服务 ,在社会文化生活

方面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局面”[7 ] 。这些发展动向

和趋势表明 ,今日的“全民健身”已经不仅仅是一项

群众体育发展规划 ,而且成为了一种理念 ,一个方

向 ,一项事业 ,成为一种统筹群众体育各个要素、各

个方面按一定方向发挥作用的运行方式 ;成为一种

协调群众体育发展过程的机理 ,推动群众体育事业

发展的的运行机制[8 ]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健

身需求已经成为当今群众体育一个突出主题或标志

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事业得到广泛的发展 ,人民健

康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较 ,现阶段西北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不均衡 ,群众体育

发展水平比较低 ,地域差别、城乡差别、个体差别明

显 ,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

为此要经过 5 - 10 年的努力进水平 ,实现群众体育

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达到发展

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缩小区域间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

切实保障低收入人群享有最基本的体育服务[1 ] ,就

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与建设 ,建立能够保障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的权益 ,构

建“亲民、便民、利民”的群众性多元性化体育服务体

系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

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需要。

2. 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健身服务体系构

建的社会环境

2. 2. 1 　西北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发展状况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4 省区。其基本特征是自然条件最差 ,地广人稀 ,市

场狭小 ,民族问题突出 ,宗教氛围浓郁 ,贫困人口分

布最多 ,基础教育最为薄弱 ,传统性与现代性冲突最

为激烈 ,鸿沟巨大 ,具有空前的“社会实验”的景观和

效果[9 ] 。这一地区共有近 45 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

约占总人口的 17 % , 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20 %。2005 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平均水平为

10 561. 00 元/ 人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为 8

413. 75 元/ 人 ,两者相差为 2 147. 25 元/ 人。与此同

时 ,2005 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为 2

093. 71 元/ 人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842. 69 元/ 人。其

中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为 163. 69 元 ,比

全国低 83. 94 元/ 人 ,而医疗保健支出为 135. 2/ 人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 64 元/ 人 ,在每百个劳动力

中文盲或半文盲数当中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平均为

18. 14 % ,高于全国 7. 46 %的平均水平[10 ] 。在各种

分配差距中农村家户的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家户人均

收入的 40 %。近 34. 2 %的城市户口居民享有社会

保障或工作单位提供的保障 ,农村户口居民的这一

比例只有 2. 5 % ;41. 6 %的城市户口居民享有一定

的医疗保障/ 保险 ,农村户口居民的这一比例只有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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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 %[11 ]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及社

会保障差距进一步拉大。

2. 2. 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全民健身活动现状

受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的相对制约 ,西北

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面临着城乡之间不

平衡 ;参与体育活动人群的不平衡 ;参与体育活动层

次不平衡 ;体育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不平衡的影响 ,

供给短缺和需求增加的供需矛盾严重 ,体育事业费

和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 ,场地设施数目偏小 ,大、

中型公共体育设施短缺 ,建筑面积与场地面积占比

例失调 ,小城镇建设速度缓慢 ,健身网络和组织服务

体系与城市相比存有明显差距 ,体育建设服务业发

展的整体水平相对滞后。从而导致城乡居民参与体

育活动主要在公园、街道巷尾、草原、河流、树林、山

地进行锻炼 ,活动形式大多数选择单独锻炼或与朋

友熟人、家人一起 ,有固定设施的健身活动站 (室)相

对较少 ,活动组织以自发形成较多 ,其健身项目多为

个体随意强 ,或在参与过程中投资不高 ,或是利用生

产方式和自然环境而开展体育活动 ,民族节日、喜庆

节日是参与体育活动最多的时间安排 ,体育消费基

本保持在实物消费水平上 ,用于劳务消费的支出比

例很低 ,健身活动的宣传、咨询、技能传授、器械租

赁、活动中介等服务产品相对欠缺 ,有效供给相对匮

乏。加之农村乡 (镇)的财政比较困难体育经费十分

匮乏 ,投入几乎为零 ,在保障享有基本体育公共服务

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当中 ,80 %的乡 (镇) 体育经费

只是临时性的东拼西凑 ,地方财政并没有专项支付 ,

在惠及农牧民体育服务权益上 ,建立必要州、县 (乡)

镇 (村)的群众体育组织只是形同虚设 ,保障农牧民

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简陋 ,体育主管部门所起的作

用、行政的权限和使用经费非常有限 ,致使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举步维艰。

2. 3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

2. 3. 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目

标构成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建设 ,

应该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的

诸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目标明确、结构完整 ,具

有较强的适应性、民族性、区域性特点的目标构成

体。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构成体应由组织管理系

统、物质保障系统、活动竞赛、政策法规系统、监测评

价系统、开发利用系统、研究宣传系统、评估表彰系

统、信息网络系统等构成[12 ] 。然而 ,根据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无论是城镇体育发展

水平、质量、规模、速度、体育资源拥有量 ,还是参与

体育活动的体育人口、人均体育场地和人均体育消

费 ,城镇与农村体育发展极不平衡 ,与我国发达地区

相比差异显著 ,要达到上述目标的完全形成还有很

大差距 ,为此 ,要建设能够有效支持西北广大少数民

族群众积极参与科学的体育锻炼与活动 ,与西部小

康社会相配套、结构完整、功能齐全、有序管理和运

行良好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旨在克服社会对群众

体育保障的局限性和依靠区域政府的国家福利模

式 ,最大限度地实现全民健身体系的最大化 ,就应以

“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形成多元化融资渠道”、“举

办特色赛事与体育活动”、“提供政策法规援助”和

“形成评估表彰机制”为初始化建设目标 (见图 1) 。

并形成以西北民族文化为基因 ,以人文地理环境为

依托的全民健身工程 ,将全民健身活动完全融入当

地的社会发展中 ,最终达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市、

县、乡、村全民健身运动的勃发。

2. 3. 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

的内容

2. 3. 2. 1 　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全民健身是国家倡导和开展的涉及全社会、全

民族、全体国民的一项国策 ,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组

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其中建立健全全民健身组织将

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

条件 ,也是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有效载体。为此 ,在

由政府职能部门、宗教事物、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负

责人组成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领导小组的基础

上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要成立地 (州) 、县 (区) 、乡

(镇)全民健身群众组织 ,其宗旨担负起发展当地群

众体育事业的责任 ,将群众体育工作由部门性工作

提升为政府性工作 ,由体育部门专职工作转化为全

社会、全民族共同的事业 ,强化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领

导力量和领导力度。并以各体育协会为辅 ,积极联

系社区、乡 (村)群众体育组织 ,形成以健身运动项目

为主线 ,以街道、乡村站点为基础 ,以学校、社区、乡

镇为重点 ,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 ,以自愿参加为

原则 ,以非营利性为主体 ,以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为

特点 ,以社会化为方向的群众体育组织 ,最终达到

市、县呼应 ,独立运作 ,上下交流 ,横向联系 ,覆盖面

广 ,包容量大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 (见图 2) ,形成政

府对少数民族群众体质健康水平负总责、负主责的

格局。

2. 3. 2. 2 　形成多元化融资渠道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作为一种

社会现象 ,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奠定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建设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政

治和文化 ,它们制约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

服务体系的方向、规模、速度和水平。目前西北少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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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 ,经济社会的发展水

平提供给全民健身活动的支撑力还很薄弱。要实施

这一宏伟目标 ,就必须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社会

各方面为补充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着重于场地设施

的建设。建立纳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社会

发展规划的大型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基本建设 ;建立

纳入国家体育总局对欠发达地区及县 (州) 、乡 (镇)

地区各级地方财政对体育设施、场地、维修等建设项

目的投入 ;建立发行的体育彩票、电脑体育彩票对体

育场地建设和对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投入 ;鼓励社

会投入 ,提高房地产开发商对开发区居民住宅小区

的群众体育场地设施的投入 ;开发社区、企业、学校、

乡镇体育锻炼场地、设施和器材的使用率 ,实现一市

一体育馆 ,一县一中心 (全民健身中心 :含室内体育

馆和室外健身场) 、一乡 (社区)一站 (体育文化站 :含

一个硬化标准篮球场、一条健身路径) 、一村一员 (社

会体育指导员) ,从而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

活动建立必要的物质基础。

2. 3. 2. 3 　举办特色赛事和开展体育活动

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举办特色体育赛事是实

现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类活动可

依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独特民族文化和人文地理的

优势。(1)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有着丰富的民族

文化 ,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体育的瑰宝 ,而且更是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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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利用民族节庆日如香浪节、望

果节、浴佛节、插箭节、纳吾鲁孜节、周格勒日、花儿

会、晒佛节、祭鄂博、古尔邦节、肉孜节、开斋节以及

藏历新年而开展赛马、射击、摔跤、赛牦牛、赛骆驼、

叼羊、姑娘追、捡哈达、社火及民族歌舞等具有民族

特色的赛事 ,涵盖在宗教祭祀、新春伊始、农事生产、

娱乐狂欢等方面 ,以此将民族文化的基因融入到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当中 ,不但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 ,增

强了民族凝聚力 ,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社会文化

生活 ,铸造西北特色的全民健身工程。(2)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不仅地域广阔 ,有大漠、草原、大江源头、神

山、圣水、华夏历史文化长廊 ,而且又是世界意义上

的高原、山川和盆地 ,资源原生多样是开展攀崖、登

山、滑雪、探险、野外生存、极限运动等具有垄断意义

上的优势 ,加之民族文化浓郁、拥有众多的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 ,如“骑马”、“射箭”、“摔跤”、“民族舞蹈”等

项目是开拓全民健身工程的宝贵资源。为此 ,根据

西北民族地区的自然存在物和历史文明遗产直接用

于全民健身活动 ,可形成草原风光、宗教觐朝、大漠

金沙、黄河风情、远足登高、雪域冰川等类型的全民

健身活动工程。(3)举办全区域、市 (县) 、乡 (镇) 、村

等各级地方性大型群众体育健身活动 ,这些活动可

依托民族节日、庙会、文化旅游节及元旦、春节、五

一、十一等节假日来实现每年 1 次全民健身周活动 ,

每月 1 次全民健身日活动 ,并坚持每日参与晨 (晚)

练健身点 ,达到小型多样性、经常型分散性的目的 ,

此类活动它可以吸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区域

的人们对各类体育活动产生强烈兴趣 ,积极引导群

众开展科学、健康、文明的健身活动 ,用健康向上的

健身活动占领群众体育文化阵地。

2. 3. 2. 4 　提供政策法规援助与建立评估表彰机制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离

不开群众体育政策法规的援助、科学宣传和评估表

彰工作。该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以《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体育法》、《党的重要文献》、《民族区域自治法》

作为法律基础 ,提供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 ,以国家资

助西部贫困地区建设县、乡宣传文化中心为契机 ,结

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实施的“百县千乡宣传文

化工程”、文化部组织实施的“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

程、广电总局组织实施的“村村通工程”,发挥这些项

目和设施的示范与折射作用 ,运用报刊、广播、电视

等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进行富有成效的宣传与鼓

动 ,开辟或扩大全民健身方面的专栏、专题 ,评选精

品健身工程 ,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

表彰先进、重在建设”的全民健身活动评估表彰机

制 ,促进评估表彰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创建一批民族性、制度性、示范性、品牌性的具有带

动辐射效益的全民健身活动。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形成全民健身舆论导向 ,凸显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

社会价值体系 ,使全民健身工作是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础 ,全民健身工作是社会主

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全民健身是社会进步

与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吸引广大民族群众人

人参与健身活动 ,使群众性多元化的全民健身体系

真正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使全民健身体

系的内涵真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使全民

健身体系真正面向大众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13 ] 。

2. 4 　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

因素

通过调查表明 ,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各级政府重视程度 ; (2)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资金

注入问题 ; (3)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 (4)城乡经济发展

水平 ; (5)全民健身运动组织、管理、措施 ; (6) 城乡居

民体育参与意识。随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

逐步发展 ,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就要依靠政府的

作用来调节 ,在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基础上 ,尽可能加

大对全民健身工程所需的资金投入 ,因为修建体育

场地基础设施 ,为民众创建开展健身活动的环境和

条件 ,应该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应

当发挥自身的功能来制定政策 ,保障并加大实施力

度 ,这将是构建西北少数民族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所

需资金、物质保障的决定因素 ,并对群众体育发展规

模与速度产生积极的作用。目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体育人口较低 ,经常参加群众体育活动的人数

比例还不高 ,处于不稳定、不持久的状态中 ,部分民

族群众的价值观、健身观念意识较低。因此 ,决定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还需要加大宣传

及工作要深入细致 ,切实提高广大民族群众健身意

识和体质健康水平 ,营造出一个社会与国家、整体与

局部、民众与阶层、集体与个人良好互动的体育健身

文化氛围。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 　论

(1)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就是一个能够有效地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有力保障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 ,促进国民体质普遍

增强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机制健全、运行有效 ,主

动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事业条件下社会服务体系的社会体育健身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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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服务 ;为提高国民健

康素质服务 ,为繁荣体育事业服务 ,在体育服务方面

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形成

“多姿多彩的和谐局面”。

(2)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作为一个具有一个鲜明

时代特征和体育事业的革新行动 ,不仅突出体现在

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方面 ,而且成为不断为各民族群

众供给、改善、满足体育健身需求的运行机制。享有

基本体育服务与现代社会的高度关联 ,使群众体育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一个“服务时代”或以服务为

基础和支撑的时代。

(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受区域经济、教育、文化

发展相对滞后影响 ,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发展落差巨

大和城乡差距悬殊 ,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 ,全民健身

活动的有效供给相对匮乏 ,体育建设服务业发展的

整体水平相对滞后。

(4)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

投资严重不足 ,场地设施数目偏小 ,大、中型公共体

育设施短缺 ,建筑面积与场地面积占比例失调 ,小城

镇建设速度缓慢 ,健身网络和组织服务体系与城市

相比存有明显差距 ,致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举步为艰。

(5)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应以

“完善组织管理”、“建立多元化资金融资渠道”、“举

办特色赛事和体育活动”、“提供政策法规援助”与

“形成评估表彰机制”为初始化建设目标 ,并形成以

西北民族文化为基因 ,以人文地理环境为依托的全

民健身工程 ,将全民健身活动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

发展中 ,最终达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市、县、乡、村全

民健身运动的勃发。

(6)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构建的因素是当前欠发达地区群众体育发展的共性

问题 ,其实质表现为两个方面 : ①是必须取得国家、

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投入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建设的经费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目前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部分市县没有体育馆 ,80 %的县 (区) 没有室

内活动场 ,大量健身路径器材缺乏 ,培训上万名农村

体育指导员等面临的实际问题 ; ②是建立多元化的

投资体系 ,以政府投入为主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及个

人投资将是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物质保证 ,并以品

牌赛事为契机 ,运用市场运作的办法 ,促进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事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3. 2 　建 　议

全面分析与评价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 ,推

定与整合不同地带社会发展的优先考量 ,进而加大

群众体育的投入 ,解决“供给短缺”和“需求增加”的

矛盾 ,以保障广大民族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权益

为基点 ,逐步消除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不和谐的因

素 ,以若干保障、支撑系统构成的一个满足不同层次

西北民众强身健体的多元需求 ,服务与管理并重、结

构完善、层次分明、功能有效的平民化保障体系 ,使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的政府承诺得

以实现“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14 - 15 ] ,对建设西

部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 ,全面提高西北少数民族

群众健康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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