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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袁 分析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的基本内涵与逻辑理路袁并提出实践路径遥 认为院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本质上是集竞技

体育尧群众体育尧体育产业尧体育文化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体育发展载体袁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上担任着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尧 群众体育健身服务新基

地尧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尧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新渠道的角色遥提出院以共建共治共

享机制为原则袁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曰以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为重点袁夯实竞技

体育基础曰以培养大众体育生活方式为宗旨袁激发全民健身热情曰以体育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为抓手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曰以优质资源整合为手段袁打造精品体育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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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

sic concept and logic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in sports and leisure characteris-

tic tow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It holds that the sports town is essentially a new sports

development carrier integrating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competitive sports, mass sports, sports in-

dustry and sports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acts as a

new path for training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a new base for mass sports fitness services, a new

carrier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a new channel for spreading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practical approach is to build a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mechanism; to focus on youth sports

interest cultivation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to cultivate the mass

sports lifestyle for the purpose of inspiring the enthusiasm for fitnes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industry by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o create a

quality sports culture by means of the integration of qualit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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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叶关于推动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曳袁 随后选定了 96 个国

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首批试点项目袁 主要包

含产业型尧休闲型尧康体型以及赛事型 4 种体育特色

类型遥其中休闲型小镇数量最多袁康体型与赛事型小

镇次之袁产业型小镇最少袁具体分布概况见表 1遥 此

外袁地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也如火如荼袁例如河

北省计划到 2025 年打造 39 个冰雪运动休闲特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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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袁 青海省计划到 2025 年建设 30 个高原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袁 云南省计划到 2025 年建设 20 个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袁 广西计划到 2025 年建设 15 个以上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遥
表 1 我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分布情况

目前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已经成为体育领域推

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袁特
别是江苏省通过省地共建模式袁 在打造以 野体育健

康冶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上袁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遥但是从全国整体建设情况来看袁还存在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尧建设理念含糊不清尧建设路径照抄照

搬尧产业服务支撑不足尧文化培育氛围缺失等问题遥

同时袁 学界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理解和认识也存

在较大差异遥例如袁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内涵界定

方面存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载体[1]尧新型创新载体[2]尧
新业态模式 [3]尧体育产业新形态 [4]尧体育旅游产品 [5]尧
空间集合体 [6]尧体育文化内涵特定区域 [7]等内涵解

说曰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模式方面袁学者们提

出了野城中小镇冶型尧野郊区小镇冶型和野乡镇小镇冶型
三模式 [8]袁野体育产业主导型特色小镇冶与野小城镇体

育发展主导型特色小镇冶二元模式 [9]袁野产城人文冶融
合发展模式 [10]袁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1]袁野乡村振兴与

地域空间重构冶模式 [3]等曰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

设路径方面袁 学界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弘

扬的创新路径 [12]尧推进野人的城镇化冶 [13]尧发展野回头

经济冶[14]尧进行品牌构建[15]等路径导向遥
综上所述袁 现有研究为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健康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但是研究缺乏共识袁尤
其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内涵的阐述还不够明晰袁建
设关键要素还缺乏提炼遥 研究主题多涉及产业尧文
化尧城镇等袁缺乏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推动体育强国

建设的内涵探讨袁导致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袁实际

建设路径可能出现一定偏差遥 本文基于我国体育领

域现代化进程与发展的新需求袁 以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推动体育强国建设作为研究视角袁 审视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这一创新载体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逻辑理

路与实践路径袁 为当前如火如荼的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 体育产业发展是推动我国体

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 [15]袁而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又

是促进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形态 [16]遥 在此

基础上袁 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融入体育强国建

设过程袁 可以从更深层次理解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

内涵要义遥
第一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对接的是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需求遥当前袁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不断提高袁对美好体育生活的诉求也随之凸显袁
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体育生活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

的最终目标和追求 [17]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内涵

丰富尧功能完善的公共运动空间载体袁有利于提升大

众的生活幸福感尧 获得感和满足其对美好体育生活

的需求[18]遥当然袁美好体育生活离不开体育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袁要求体育产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袁实现

效率最佳化尧 结构高级化及价值最大化的统筹协调

省区市
分布数

量/个
所占比

例/%
按特色类型分布/个

产业型 休闲型 康体型 赛事型

北京市 6 6.250 - 5 1 -
天津市 1 1.042 - - - 1
河北省 6 6.250 - 2 3 1
山西省 3 3.125 - 2 - 1
内蒙古自治区 2 2.083 - 2 - -
辽宁省 3 3.125 - 2 - 1
吉林省 2 2.083 - 1 1 -
黑龙江省 1 1.042 - 1 - -
上海市 4 4.167 - 2 - 2
江苏省 4 4.167 1 1 1 1
浙江省 3 3.125 - 3 - -
安徽省 3 3.125 1 - 2 -
福建省 3 3.125 - 1 2 -
江西省 3 3.125 - 1 2 -
山东省 5 5.208 - 1 2 2
河南省 3 3.125 - 3 - -
湖北省 6 6.250 - 5 - 1
湖南省 5 5.208 - 5 - -
广东省 5 5.208 - 2 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4 4.167 - 3 - 1
海南省 2 2.083 - 2 - -
重庆市 4 4.167 - 1 2 1
四川省 4 4.167 - 3 - 1
贵州省 2 2.083 - 1 - 1
云南省 4 4.167 - 2 1 1
西藏自治区 1 1.042 - - 1 -
陕西省 3 3.125 - 3 - -
甘肃省 1 1.042 - 1 - -
青海省 1 1.042 - 1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1.042 - 1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1.04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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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机结合[19]遥聚焦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领域袁则要求

其坚持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发展理念袁
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袁保障小镇资源要素袁合理

布局小镇特色产业袁以体育赛事带动小镇发展袁实现

体育跨界融合的共生发展遥
第二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促进全民健身的重

要抓手遥 国家体育总局希望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为全

民健身搭建发展平台袁撬动全体社会广泛参与遥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尧 实现体

育惠民的重要手段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致力于破解

制约我国实现体育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全民健身场

地不足等难题遥实践证明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从建设

伊始袁其建设理念是要与全民健身交叉融合尧相互协

调而共同发展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通过对大众体育

发展方式尧管理模式及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创新袁积极

谋划袁 以破解新时代我国群众体育中全民健身工作

发展难题为宗旨袁为全国人民营造野便利健身尧自觉

健身尧科学健身尧文明健身冶的良好氛围遥
第三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现了新时代体育功

能复合一体化的特征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将竞技体

育尧群众体育尧体育产业尧体育文化等体育多重功能

引入小镇镇域范围体系袁丰富了体育的内涵袁凸显体

育功能复合一体化的新特征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

创建袁将使各级运动队的运动训练场所更为完善袁群
体体育活动领域得以扩展袁 体育产业服务体系得以

创新袁体育文化传播和发扬更加高效遥
综上袁 笔者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定义为以服务

镇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方向尧 以满足全民

健身发展为目标尧 以对接新时代体育创新发展为牵

引尧以汇集资源要素为支撑袁与体育企业等多元主体

共建共享的协同发展平台袁 是集竞技体育尧 群众体

育尧体育产业尧体育文化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体

育发展形态遥 确定这一基本内涵能够为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理清发展思路袁 深化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内涵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是实现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之一遥 2017 年 12 月袁国
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共同印发 叶关于加强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袁认为社会力量介入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不断完善新时代我

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遥 从国外

经验来看袁 国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已经成为社会力

量发展竞技体育的有效空间载体袁 能够有效连接社

会资本的投入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 在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尧 优秀运动员训练及高水平赛事

举办等方面均发挥重要的作用[20]遥
目前袁我国在深入推进体育社团改革的同时袁也

在不断创新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路径遥 尤其是在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实践中袁 涌现出不少社会力量

介入和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试点案例遥 例如温州泰

顺百丈时尚体育小镇与杨府山威斯顿智体小镇等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突破了政府部门包办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局限袁构建了公私合力尧共同助

力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新格局曰 石家庄崇礼太舞滑

雪小镇出台一系列扶持社会力量培养冰雪运动后备

人才的办法与措施袁 探索出多元一体化的竞技冰雪

运动人才培养新模式曰广东省足协 U15 球队全体队

员都集中在梅州五华县足球运动特色小镇进行足球

训练与学习袁备战 2021 年全运会足球比赛曰此外袁中
山国际棒球运动特色小镇早已被授予 野国家棒垒球

高水平人才后备基地冶的称号袁吸引了许多优秀棒球

后备人才前去训练和比赛遥

建立健全我国全民健身的服务设施袁 从而真正

破解广大人民群众野去何处健身冶的难题袁是一项备

受关注的体育民生工程袁 是建设服务型社会的内在

要求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体育发展以人为本尧实现体

育惠民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遥可是袁目前我国人民

群众野去何处健身冶存在着诸如健身服务设施供给不

足尧结构不够合理与各地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难题遥而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出现袁 能为群众提供新时代全

民健身服务消费的新基地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

地方区域范围的辐射体袁公共体育服务是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在培育建设过程中的首要与基本职能[2]袁小镇

具有增加公共体育服务内容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质

量的重要功能[21]遥
如今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通过增加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和城乡公共体育健身服务体系一体化发展袁
解决我国以往城乡野二元冶结构背景下野人的城镇化冶
的现实发展需要和公共服务体系供给间存在的不充

分尧不平衡的突出矛盾 [13]遥 例如袁重庆龙兴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了健身场馆尧羽毛球场尧室内网球

场及室内游泳池等一系列便民利民的公共体育服务

设施和项目 [22]曰将乐县古镛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鲁志琴, 等.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72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1年 第 42卷 第 5期

挥环境资源的独特优势袁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袁逐渐凸显野水上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冶的品牌效应曰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马拉松小镇通过

兴建体育运动休闲广场和体育生态公园等手段助力

城乡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23]遥可见袁我国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将推动群众体育服务设施的建设

和完善袁有利于小镇社区功能的开发 [24]遥

从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综合定位来看袁 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必将成为我国未来体育产业发展最重

要的新形态和新抓手 [16]遥 2019 年 9 月袁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袁强调要延伸和完善体

育产业链袁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袁体现

了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宏观政策导向[25]遥因此袁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能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

设提供人才尧经济尧就业尧环境等方面的保障[26]遥
实践中袁 全国各地均以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

发展载体实施野体育 +冶战略袁结合小镇独特资源优

势逐步拓宽内容要素及表现形式[27]遥例如袁富阳银湖

智慧体育小镇践行野体育旅游 +冶的发展理念袁汇集

多样化的智慧体育运动休闲业态袁促进野体育旅游 +

智慧产业冶的深度融合 [28]曰绍兴柯桥酷玩小镇通过滑

雪尧跑酷尧极限摩托等运动休闲体育产业项目袁不断

融合旅游尧文化尧教育尧健康等产业袁促进了产业体系

的良性循环 [1]曰德阳白马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通过

举办多项赛事袁融合发展野体育 + 景区尧人文历史尧
农业尧赛事冶的四大内容体系袁打造西部地区体育旅

游发展新载体 [16]遥整体看来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顺应

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袁 使产业结构与产业边界不断模

糊袁充分体现了野大体育冶的融合发展理念 [23]遥

传统体育文化是人类社会体育文化中的主要构

成部分袁对于民族精神的彰显尧民族团结的维系尧体
育本土话语权的坚守尧 文化主权独立的维护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29]遥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袁我国传统体

育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袁 其中一

个原因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足遥 国家

体育总局在颁布的 叶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

设工作的通知曳 中专门强调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要培

育其独特的运动项目文化或传统体育文化为核心的

运动休闲文化品牌 [30]遥 传统体育文化构成了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内核袁 我国通过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的建设既能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固本培元和吸

纳创新创造条件袁 也能为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

和传播推广提供保障[31]遥
目前袁 我国文化传播的关键是要展现传统文化

的特色优势袁野以点带面冶使游客突破思维桎梏袁对传

统文化实现从猎奇心向好奇心转变袁 进而使其愿意

了解我国传统体育文化 [32]遥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通过与国际运动项目对接袁 在打造现代体育文化的

过程中袁要传播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袁促进其内涵式

发展 [33]遥例如袁广东南海西樵的野黄飞鸿故里冶武术特

色小镇通过人才培训尧武术赛事表演尧科普教育等新

型传播渠道袁 传播传统武术及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

文化 [34]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模式突破了传统以政府

及行政建制镇为主的单一模式袁趋向混合制袁政府尧
企业尧社会组织尧当地居民等成为小镇重要的建设主

体和治理主体遥混合制建设模式要求多元主体参与袁
而多元主体的利益和价值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袁 因此

在多主体参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共建共治中袁需
要构建民主尧科学尧高效的组织决策体系袁通过鼓励

多主体参与组建小镇理事会尧指导委员会尧建设委员

会等决策机构袁负责投融资决策尧运动项目引进尧产
业融合发展尧 品牌形象塑造等重要事务的协商与决

策工作袁营造野自主治理冶的治理氛围遥 同时袁在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建设中既涉及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尧公
共体育服务尧后备人才培养等野公共事务冶袁也与体育

产业尧经济发展等野商业事务冶密切相关袁需要以科学

合理的多主体协调治理机制作为保障袁 实现各类事

务的野善治冶遥当前袁政产学研用多主体之间的合作仅

有部分处于协议签订等初始起步阶段袁 部门间合作

创新平台功能发挥不足袁 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

缺乏可持续性遥因此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需要一系列

的制度设计袁加强各主体和部门间的责任共担尧利益

共享等袁构建多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袁打造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政产学研用的价值共同体袁 最终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体系遥

青少年体育发展对于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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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储备尧 竞技体育的有序发展和体育强国战略

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袁 但是我国青少年体校存在体

育场馆设施陈旧尧训练器材短缺尧科研仪器设备匮乏

等问题袁使得训练质量和效果深受影响袁在欠发达地

区问题更为明显 [35]遥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需要转变青少年体育人才的

培养模式袁坚持野普及基础上提高袁提高指导下普及冶
的原则袁 协调好国内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与竞技运

动后备人才培养的关系 [36]遥 从战略层面实现从政府

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袁 打破政府单一主体培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固有模式袁整合教育尧社区尧企业等

社会资源要素袁 构建政府与社会共同培养青少年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格局 [37]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全新探索袁 对我

国体育运动项目的宏观布局尧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社会介入以及青少年运动训练基地的共建共享

等都有重要意义[20]遥例如袁陕西照金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充分利用国家青少年户外活动营地袁 进行有关体

育教育项目的培训 [22]曰江苏省仪征枣林湾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在青马车寨地区开展青少年自行车越野锦

标赛等 [24]曰广东大朗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通过举办野大
朗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冶等多赛事活动袁为青少年提供

体育交流平台袁体验运动的乐趣与魅力袁培养青少年

参与运动的热情和兴趣 [9]曰湖北洈水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将萤火虫元素融入青少年户外运动训练袁 不仅

增强了青少年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4]袁还激

发了他们对运动训练的浓厚兴趣遥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袁 人人都有参

与的权利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袁体育

文化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袁 体育也成为一种

健康的休闲娱乐生活方式袁 这种体育生活方式将是

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38]遥从某种意义上讲袁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是为了适应国内广大群众转变生活方式的

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应然产物 [39]遥 2019 年袁我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 万美元袁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也随

之发生转变袁 而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创建契合了大

众生活方式转变的诉求袁 小镇通过搭建体育运动为

主题的内容场景袁 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吸引客

流袁让体育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遥 最终袁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作为一种野产城人文冶融合发展的新型社

区袁整体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30]遥
例如袁温州泰顺百丈镇改变传统发展方式袁通过野体

育 +冶赋予当地新面貌尧新精神袁以及大众健康的体

育生活方式曰 浙江柯桥酷玩小镇将文化旅游产业与

运动休闲产业深度融合袁 打造体育旅游的生活休闲

新方式曰江苏扬州青马车寨极限运动小镇倡导以野车
马运动 + 农耕养生冶为主题的健康生活新方式遥 野体
育生活方式冶所蕴含的内涵极其丰富袁对于推动我国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40]遥

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体育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

道路的重要选择袁 这决定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制定

要摆脱传统野以体为中心冶的束缚袁向以经济尧社会尧
生态等多元融合发展为主要方向转变袁 出台促进我

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遥 例如 2017 年袁
在我国各类特色小镇建设政策红利的背景下袁 国家

体育总局颁布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创建的引导和鼓

励政策袁为我国体育产业融合创新尧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新路径[41]遥 其实袁面对野互联网 +冶的新型经济发展

背景袁我国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大力提倡和支持野体育 +冶
和野+ 体育冶的融合发展模式袁产业融合成为我国体

育产业改革创新尧结构优化尧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

必要手段与发展趋势 [42]遥 作为幸福产业之一的体育

产业袁亟须与相关产业渗透尧融合发展袁提供更为优

质高效的新型体育产品与服务 [43]袁满足人民对体育

旅游尧健身娱乐尧健康生活尧运动休闲等多样化的

需求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能为文化旅游尧教育培训尧休

闲娱乐尧 健康养老等产业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提供

更大的发展空间袁 对解决传统产业发展瓶颈和痛点

具有重要作用[44]遥此外袁借鉴国内外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建设的实践经验袁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尧 旅游产

业尧大健康产业尧教育培训产业尧养老产业等关联产

业的融合发展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19]遥
因此袁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需要立足大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袁坚持以体育惠民为发展思路袁以特色运

动休闲项目产业为发展核心袁 以产业集群化和融合

化等为发展方向[45]袁突破原有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袁优
化产业发展结构袁 加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

融合袁使小镇体育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46]遥

多样化优质资源保障是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

的基础袁也是提升小镇体育文化内涵的源动力遥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资源广泛袁既包括资本尧场地尧器材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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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有形资源袁也包含制度尧文化尧价值观等无形资

源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不同于传统的体育产业园区

和体育用品生产基地袁 传统体育产业园区和体育用

品生产基地的建设资源比较单一袁 外部特色资源缺

乏有效的载体袁无法成功导入其中遥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作为一种创新型的体育发展空间载体袁 突破了传

统意义上的行政逻辑袁有利于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袁
发挥不同建设主体独特的资源优势袁 即政府可以发

挥对政策资源进行导向的独特优势袁 企业可以发挥

生产技术研发与市场产品生产的市场化竞争优势袁
学校可以发挥教育培训和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优

势袁科研院所可以发挥科技研发的科学创新优势袁通
过协同与整合不同主体所具有的资源要素袁 最终形

成发展精品体育文化的优势合力遥
为保障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中各类资源要素

的有效嵌入袁 首先要统筹规划好小镇体制机制的创

新问题曰其次要对产业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曰再
次要仔细分析各类主体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特征袁并
按照体育产业发展特殊规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曰
最后要审视企业规模尧 运动休闲项目及现有功能区

等与小镇文化资源的兼容性袁 依据体育文化发展逻

辑尧文化产品理论尧文化延伸融合对资源要素进行重

组优化袁 让各种资源要素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

载体上不断嵌入尧集聚与融合袁从而形成文化融合创

新发展的合力袁 培育适应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的

文化品牌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本质上是集竞技体育尧 群众

体育尧体育产业尧体育文化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

体育发展载体袁 对于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遥 在推动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逻

辑理路上袁小镇要承担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尧群
众体育健身服务新基地尧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尧
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新渠道的角色袁 从构建协同治理

体系尧夯实竞技体育基础尧激发全民健身热情尧提高

体育产业发展质量尧 打造精品体育文化方面为体育

强国建设提供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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