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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云

南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

实施健康云南行动，加快推进“健

康生活目的地牌”的打造。这些政

策措施的出台，为推进体育旅游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云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李正宁告诉记者，为促进体育旅

游发展，2017年，云南启动《云南

省户外运动旅游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围绕云南地域文化特色，打造

户外精品竞赛项目和路线，加强体

育和旅游资源整合，先后编制、规

划和推出一批户外旅游精品项目。

2020年，云南发布《关于加快建设

体育强省的意见》，提出推动体育

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

合，聚集产业核心要素，打造完整

产业链条。此外，还要打造集体育

赛事、体育消费、体育旅游、体育

服务、全民健身于一体的云南高原

特色体育产业综合体，推进体育产

业市场化发展。体育旅游的扶持政

策和资金进一步得到倾斜，体育旅

游市场将迎来新发展。

规范化管理有待提升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的推

广，越来越多的人把体育爱好融入

旅游中，旅游方式从传统的观光型

向体验型旅游发展。而体育赛事也

成为当地展现城市形象以及文化风

貌的大好时机。

目前，云南全省已有63项次体

育旅游项目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

项目，有22项次获得“中国体育旅

游精品赛事”称号。其中，中国远

征军之路、怒江大峡谷漂流、昆明

十峰体育旅游登山线路，获评中国

体育旅游十佳线路；“梅里100极限

耐力赛”获评中国体育旅游十佳赛

事。品牌赛事的举办，为体育和旅

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发

展空间。

据云南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云南体育和旅游逐步实

现深度融合。但新兴体育旅游中的

不少项目和赛事属于高风险运动，

然而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对新

兴体育旅游的管理制度还存在不完

善、不规范问题。如在组织运营、

服务保障、安全管理、应急救援、

疫情防控，以及举办地的自然、气

象等因素的把控上，存在管理责任

不清、规则不完善、安全防护标准

不明确等问题，容易造成监管缺

失。另外，体育旅游参与和运营主

体参差不齐、入门门槛低，无资质

企业鱼目混珠现象严重，为体育旅

游健康发展和体育项目的安全带来

很大影响。

为此，今年5月底，云南省体

育局下发《关于暂停相关体育活动

及加强路跑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即日起暂停山地越野、

戈壁穿越翼装飞行、超长距离跑等

一些户外运动项目，并对赛事活动

开展全面风险排查和一对一核查。

知情人士表示，暂停的项目大多属

于新兴体育旅游项目，在发展中虽

然对宣传当地旅游起到了良好作

用，但还普遍存在管理漏洞和安全

隐患，仍需进一步规范。

记者了解到，云南体育旅游还

存在一些短板。一是各级各地对体

育旅游的认识不全面，片面追求竞

赛活动，使得项目过于专业，成为

专业运动员的表演舞台，普通群众

参与度不足、普惠程度不高。二是

体育旅游的基础设施缺乏、运动场

馆不足、野外精品路线相对较少等

现象突出，导致体育旅游的整体影

响力和知名度难以提升。三是体育

旅游结构不合理，受制于基础条件

差、当地优势自然资源的参与度不

高、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和融入程

度低等因素，融合发展程度还有待

提升。

融合创新促多元发展

李正宁表示，下一步，云南将

围绕体育强国、健康云南、“健康

生活目的地牌”建设，将体育旅游

作为体育产业化和体育与旅游、文

化等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持续深

入推进发展。

首先，要对新兴体育旅游项

目进行一对一全面梳理，围绕监管

制度、服务保障、应急救援、疫情

防控、气象因素等方面的预警和把

控，进行全方位风险排查，科学制

定一批管理制度，明晰管理运营的

主体及责任、项目活动的保障和服

务标准。疫情防控期间，对不规范

的赛事、主体责任不清晰的项目，

一律暂停举办。比如，路跑体育方

面，马拉松、半程马拉松、10公

里、5公里等赛事，将坚持非必要不

举办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国田径协

会的竞赛组织标准及相关要求，进

行赛事陈述汇报，获批准后才能举

办，无死角掌握赛事情况，推进规

范化发展。

其次，积极探索创新，走产业

融合发展和市场化发展路子。围绕

体育旅游主题，以体育为载体，以

旅游为目的，推动体育与旅游、文

化、康养等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发

展。进一步完善“高原”品牌训练

基地群，不断推出精品体育旅游项

目和高品质竞赛活动，积极培育以

昆明和大滇西旅游环线为核心的体

育旅游经济圈，尽快形成一批集体

育赛事、体育消费、体育旅游、体

育服务于一体的特色体育旅游市场

主体，推进体育产业走上规范化、

市场化道路，让体育为旅游服务，

让旅游反哺体育。

此外，积极挖掘整理云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历史，

以及云南的自然资源优势，举办市

场化的体育旅游文化活动等。尤其

是在迪庆州、怒江州等地区，应通

过举办体育旅游活动，完善当地体

育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和体育

旅游惠民程度。还要在精品体育旅

游项目和体育赛事中，大力增加业

余和普惠性项目，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让体育竞赛项目成为群众也能参

与其中的全民健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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