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周口分行：情系一线送清凉 关爱员工办实事
������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体现对员工的关怀关
爱，近日，工行周口分行精心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
慰问活动，为营业网点员工送去清凉与问候。

活动期间，该行领导班子成员分组带队深入营业
网点，将凉茶、矿泉水及防暑降温物品逐一送到员工
手中。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员工亲切交谈，对大家不

畏高温酷暑，始终以饱满热情坚守岗位，以专业的态
度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表示诚挚感谢和衷心慰问。慰
问组详细了解营业网点业务运营、员工工作生活等情
况，认真倾听大家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需求。 该行
领导班子成员要求营业网点管理人员务必细心贴心

关爱员工，扎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叮嘱员工在高

温天气下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做好自我防
护，确保自身安全与健康。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当
好员工贴心的 “娘家人”。通过开展此次 “夏日送清凉”
慰问活动，员工进一步增强了归属感与幸福感，为营造
奋进和谐的工作氛围奠定了坚实基础。 ②27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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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
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适时谋划建设省老年体育大学，为老年人体育健
身提供“河南方案”。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

������为不断满足老年人对身心健康、高品质生活的
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贯彻落
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现就
进一步加强全省老年人体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积极老龄观、健康
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把增强老
年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作为
新时代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推动构建党
政主导、部门尽责 、协会组织 、社会支持 、重在基
层、面向全体的老年人体育工作格局。 到 2035 年，
实现每个行政村（社区）有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站
点，有不少于 2 名为老年人服务的健身辅导员；有
条件的城市有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每个乡镇（街
道）有老年人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每个行政村（社
区）有适老化健身器材；全省老年人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 80%。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组织建设，激发基层工作活力

1.突出党建引领。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
于老年人体育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体育主管部
门要压紧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工作责任，推
动符合条件的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建立党组织。
完善党建带群建工作机制， 把协会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提高管理水平。 坚
持群众性、非营利性定位，充分发挥联系、服务老
年人的桥梁纽带、得力助手作用。

2.健全组织网络。支持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加
强自身建设， 鼓励基层发展多种类型的老年人体
育组织，推进老年人体育组织向乡镇（街道）、行政
村（社区）延伸，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扎根基
层”的立体化组织网络。 完善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
章程，原则上每 5 年组织一次换届。 县级老年人体
育协会要加强对基层老年体育工作的指导， 引导
乡镇（街道）老年人体育工作与文化、旅游工作相
融合，丰富老年人体育组织类型。 鼓励行政村（社
区）“两委” 明确 1 名人员具体负责老年人体育活
动的组织落实。 鼓励大中型企业成立行业老年人
体育组织。 创新完善老年人体育组织与体育志愿
者、慈善资源联动机制。

3.提升服务能力。 建立完善老年人体育推广
普及机制，制定推广老年人科学健身方法、规范和
指南，宣传“运动是良医”的健康理念，培育一批服
务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的热心人、带头人、志愿者
队伍。 完善老年人体育健身辅导员、教练员、裁判
员培训管理制度，每年培训各级辅导员、教练员、
裁判员 2 万名以上，打造业务精通、数量充足、分
布合理的骨干队伍。 适时谋划建设省老年体育大
学。

（二）加强场地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水平

1.优化资源配置。科学规划建设具有适老化功
能的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等项
目。 按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老年人室
内运动健康设施要求， 在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中充
分考虑老年人健身需求， 加强配套运动场所和设
施的规划建设。 加强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与综
合服务设施及卫生、文化、养老等专项服务设施的
功能衔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2.规范老年人体育场馆建设。制定我省老年人
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器材配置指南， 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老年人健身场馆设施建设。 推行涵盖健身广
场、健身步道、健身路径和其他适老化健身项目的
“3+X”建设模式。 以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为重
点，建设一批设施完善、功能完备的老年人健身场
地。 加强场地管理维护，确保老年人运动安全和人
身安全。

3.强化公共体育场馆保障。加大公共体育场馆
适老化改造力度， 积极推进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向
老年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提升体育设施智慧化
服务能力， 为老年人使用场地设施和器材提供必
要帮扶，解决老年人运用体育智能技术困难问题。

（三）丰富健身活动，促进体育健身常态化

1.扩大服务供给。 坚持“安全第一”和“重在参
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原则，结合
元旦、春节、重阳节和敬老月、全民健身活动月等，
组织开展就地就近、小型多样、文体结合、丰富多
彩的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推广太极拳、健身
气功、广场健身操舞、门球等老年人喜闻乐见、便
于参与的体育健身项目，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健
身需求。

2.打造赛事品牌。提升省级老年人体育健身赛
事活动的影响力，支持各地打造“一市一品”特色
老年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品牌。 办好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 积极组团参加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 鼓励县、乡、村创新活动方式，加强上下联动、
区域互动，推进老年人体育融合发展。

3.注重寓文于体。 创编具有文化艺术内涵、体
现科学健身理念、 符合群众审美特点的优秀老年
人体育健身作品， 培育具有民族民间民俗传统特
色的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和队伍， 开展特色体育
项目和传统体育非遗传承人进公园、进社区、进乡
村活动，提高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兴趣和乐趣，提高
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的价值感、获得感。

（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发展环境

1.落实经费保障。加大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财
政支持力度， 县级以上政府要把老年人体育工作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和全民健身工作经费预算，列
支本级体彩公益金用于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数额应

不低于全民健身经费的 8%。 鼓励福彩公益金支持
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开展，鼓励支持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向老年人体育组织赞助和捐
赠活动经费，实现经费来源多渠道、多元化。

2.强化宣传引导。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
新媒体等，加强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宣传，积极倡
导全社会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 营造老年人参加
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 树立和宣传运动健康老人
典型，传播“多去运动，少去医院 ”“我运动 、我快
乐、我健康、我幸福”的观念，提高老年人体育健身
意识。

3.鼓励社会参与。支持组织编写老年人体育健
身丛书，开展老年人体育健身科学研究，鼓励相关
行业积极拓展老年人体育健身产品， 鼓励社会力
量提供公益性老年人体育健身服务。 提倡、引导老
年人体育健康投资和体育健身消费， 开发老年人
体育健身消费市场。

三、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年人体育工

作，把老年人体育工作纳入老龄工作重要内容，纳
入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指标体

系，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建立体育、发展
改革、民政、财政、卫生健康、农业农村、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工会、妇联、残联等部
门沟通协作机制， 充分调动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
的工作积极性，不断完善以组织推动、展示拉动、
创新驱动、典型带动、宣传鼓动为核心的“五动机
制”，凝聚工作合力，提升老年人体育工作的规范
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

（据“河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