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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黄石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告

一、前言

按照湖北省体育局统一部署，为了系统掌握黄石市全民

健身活动状况，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2023 年，黄石市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通过网络和直接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发放

调查问卷，对黄石市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基本情况、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情况和全民健身活动的主要特征

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二、工作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为黄石市 3-6 岁幼儿、7-12 和 13-18 岁

青少年、19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和老年人。按照多阶段分层抽

样的方法，各县（市、区）根据城乡人口分布，各抽取 3 个

及以上街道（乡镇）对抽样人群进行分配。参与调查人数为

8311 人，回收有效样本 7415 人，其中 3-6 岁幼儿 353 人，

7-12 岁少年 2267 人，13-18 岁青少年 1026 人，19 岁及以上

成人和老年人 3769 人。

三、核心指标完成情况

截止到 2023 年 11 月 30 日湖北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

查线上问卷填写结束，黄石市调查人数为 8311 人，根据核

心数据（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几个选项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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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了 896 人，得到有效人数 7415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总人数 3107 人，核心指标填报正确率为 89.22%，核心指

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 41.90%。

四、主要调查结果

（一)居民健身活动的基本情况

1.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变化情况

（1）7 岁以上人群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变化

黄石市 7 岁以上人群调查人数 7062 人，其中城镇 4668

人，乡村 2394 人，男性 3191 人，女性 3871 人。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总人数 2754 人，比例为 39.00%，其中城镇 1797

人，比例为 38.50%，乡村 957 人，比例为 39.97%，男性 1423

人，比例为 44.59%，女性 1331 人，比例为 34.38%。

图 1 7 岁以上人群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总体情况

7-12 岁人群调查人数 2267 人，其中城镇 1351 人，乡村

916 人，男性 1254 人，女性 1013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总人数 1005 人，比例为 44.33%，其中城镇 650 人，比例为

48.11%，乡村 355 人，比例为 38.76%，男性 540 人，比例为

43.06%，女性 465 人，比例为 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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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岁人群调查人数 1026 人，其中城镇 528 人，乡村

498 人，男性 620 人，女性 406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总

人数870人，比例为84.80%，其中城镇455人，比例为86.17%，

乡村 415 人，比例为 83.33%，男性 536 人，比例为 86.45%，

女性 334 人，比例为 82.27%。

19 岁及以上人群调查人数 3769 人，其中城镇 2789 人，

乡村 980 人，男性 1317 人，女性 2452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总人数 879 人，比例为 23.32%，其中城镇 692 人，比例

为 24.81%，乡村 187 人，比例为 19.08%，男性 347 人，比

例为 26.35%，女性 532 人，比例为 21.70%。

图 2 各年龄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情况

19 岁及以上人群中 19-29 岁人群调查人数 724 人，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91 人，比例为 26.38%；30-39 岁人群调

查人数 1228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200 人，比例为

16.29%；40-49 岁人群调查人数 724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 136 人，比例为 18.78%；50-59 岁人群调查人数 5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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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81 人，比例为 32.91%；60-69 岁人

群调查人数 461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41 人，比例为

30.59%；70-79 岁人群调查人数 74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 26 人，比例为 35.14%；80 岁以上人群调查人数 8 人，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4 人，比例为 50.00%。

图 3 19 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与 2022 年相比，7-12 岁和 13-18 岁人群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大幅度提高，7-12岁人群高出14.52个百分点，

13-18 岁人群高出 55.39 个百分点；19 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稍有降低，低出 2.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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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岁以上人群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变化情况

（2）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黄石市有效调查人数 7415 人，其中城镇 4752 人，乡村

2663 人，男性 3368 人，女性 4047 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

体育锻炼总人数 6123 人，比例为 82.58%，其中城镇 3917 人，

比例为 82.43%，乡村 2206 人，比例为 82.84%，男性 2965

人，比例为 88.03%，女性 3158 人，比例为 78.03%。

图 5 全年龄段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情况

3-6 岁人群调查人数 353 人，其中城镇 84 人，乡村 269

人，男性 177 人，女性 176 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

炼的总人数 353 人，比例为 100%，其中城镇 84 人，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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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乡村 269 人，比例为 100%，男性 177 人，比例为 100%，

女性 176 人，比例为 100%。

7-12 岁人群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总人数

2267 人，比例为 100%。

13-18 岁人群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总人数

1026 人，比例为 100%。

19岁及以上人群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总人数

2477 人，比例为 65.72%，其中城镇 1954 人，比例为 70.06%，

乡村 523 人，比例为 53.37%，男性 914 人，比例为 69.40%，

女性 1563 人，比例为 63.74%。

图 6 各年龄段不同群体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情况

19-29 岁年龄段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 508

人，比例为 70.17%；30-39 岁年龄段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

育锻炼人数 634 人，比例为 51.63%；40-49 岁年龄段每周参

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 417 人，比例为 57.60%；50-59 岁年

龄段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 458 人，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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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7%；60-69 岁年龄段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

399 人，比例为 86.55%；70-79 岁年龄段每周参加 1 次及以

上体育锻炼人数 55 人，比例为 74.32%；80 岁以上年龄段调

查人数 8 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 6 人，比例

为 75.00%。

图 7 19 岁以上人群不同年龄段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情况

2.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1）幼儿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调查发现，黄石市幼儿日常参与体育锻炼项目比例超过

10%的依次是跑跳（54.11%）、骑滑板车（31.16%）、骑自

行车（28.90%）、跳绳（22.38%）、舞蹈类（14.45%）和篮

球（13.31%），比例低于 10%的依次是轮滑（7.93%）、体育

游戏（4.25%）、游泳（3.40%）、羽毛球（2.83%）、跆拳

道（2.27%）、足球（1.70%）和乒乓球（1.70%），其他类

项目比例也有 20.4%，还有 9.07%比例幼儿没有参与任何项

目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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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幼儿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2）7-12 岁青少年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调查发现，黄石市 7-12 岁青少年日常参与体育锻炼项

目比例超过 10%的依次是步行（健步走）（46.23%）、跑步

（35.69%）、跳绳（30.79%）、骑自行车（25.10%）、篮球

（23.03%）、羽毛球（21.48%）、乒乓球（11.34%）、舞蹈

类（10.72%）和游泳（10.06%），比例低于 10%的依次是足

球（7.59%）、登山、攀岩（6.93%）、跳高（6.79%）、跳

远（5.96%）、轮滑（5.87%）、健身操类（4.28%）、跆拳

道（2.82%）、滑冰（2.56%）、踢毽（2.43%）、武术（1.81%）、

排球（1.19%）、拳击、摔跤、散打（0.79%）、网球（0.71%）、

瑜伽、普拉提（0.53%）、力量、健美（0.44%）、滑雪（0.31%）、

门球、地掷球（0.22%）、高尔夫球（0.22%）、柔道（0.22%）、



9

健身气功（0.13%）、空手道（0.13%）和柔力球（0.04%），

其他类项目比例也有 1.68%，还有 3.57%比例的人群没有熟

练掌握的项目。

图 9 7-12 岁青少年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注：健身气功：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等；武术：武术

套路、太极拳、木兰拳等；健身操类：体操、健美操等；舞蹈类：广



10

场舞、民族舞类等；力量、健美包含徒手、器械，以下同。）

（3）13-18 岁青少年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调查发现，黄石市 13-18 岁青少年日常参与体育锻炼项

目比例超过 10%的依次是跑步（46.59%）、步行（健步走）

（39.77%）、跳绳（28.36%）、篮球（26.80%）、羽毛球（21.93%）、

骑自行车（16.37%）、乒乓球（13.84%）和排球（11.79%），

比例低于 10%的依次是跳远（6.24%）、跳高（6.04%）、足

球（4.29%）、游泳（3.41%）、舞蹈类（2.73%）、登山、

攀岩（2.53%）、健身操类（2.14%）、轮滑（2.14%）、踢

毽（2.05%）、跆拳道（1.95%）、滑冰（1.27%）、武术（0.97%）、

搏击类（0.88%）、网球（0.78%）、力量、健美（0.68%）、

空手道（0.49%）、门球、地掷球（0.29%）、高尔夫球（0.29%）、

健身气功（0.29%）、滑雪（0.29%）、柔力球（0.19%）、

柔道（0.19%）和瑜伽、普拉提（0.19%），其他类项目比例

也有 3.12%，还有 7.02%比例没有熟练掌握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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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3-18 岁青少年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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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岁及以上成人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调查发现，黄石市 19 岁及以上成人日常参与体育锻炼

项目比例超过 10%的依次是步行（健步走）（64.02%）、跑

步（25.84%）、羽毛球（16.21%）、骑自行车（14.04%）、

舞蹈类（13.08%）和健身操类（12.23%），比例低于 10%的

依次是篮球（7.85%）、乒乓球（5.28%）、游泳（4.99%）、

瑜伽、普拉提（4.23%）、武术（2.76%）、健身气功（2.41%）、

排球（1.48%）、柔力球（1.35%）、网球（0.74%）、街舞

（0.74%）、门球、地掷球（0.69%）、轮滑（0.53%）、搏

击类（0.48%）和跆拳道（0.27%），其他类项目比例也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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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 岁及以上体育锻炼项目情况

3.体育消费情况

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黄石市人均体育消费金额为

1697.76 元，其中 3-6 岁幼儿人均体育消费金额 739.59 元，

7-12 岁少年人均体育消费金额 1845.55 元，13-18 岁青少年

人均体育消费金额 2977.33 元，19 岁及以上成人人均体育消

费金额 1350.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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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体育消费情况

3-6 岁幼儿体育消费类型比例分别是：有过运动器材、

装备（球拍、篮球、足球等）消费的占比 64.02%，有过体育

相关兴趣课程消费占比 52.29%，有过参与运动的门票等服务

消费占比 9.07%，有过观赏型消费的占比 3.12%，没有任何

体育消费的占比 13.06%。7-12 岁少年体育消费类型比例分

别是：有过服装、鞋、袜等体育消费的占比 62.20%，有过运

动器材、装备（球拍、篮球、足球等）消费的占比 64.05%，

有过体育相关兴趣课程消费占比 14.25%，有过参与运动的门

票等服务消费占比 4.19%，观赏型消费的占比 5.96%，没有

任何体育消费的占比 11.51%。13-18 青少年体育消费类型比

例分别是：有过服装、鞋、袜等体育消费的占比 71.25%，有

过运动器材、装备（球拍、篮球、足球等）消费的占比 63.65%，

有过体育相关兴趣课程消费占比 8.67%，有过参与运动的门

票等服务消费占比 4.19%，观赏型消费的占比 5.17%，没有

任何体育消费的占比 20.11%。19 岁及以上体育消费类型比

例分别是：有过服装、鞋、袜等体育消费的占比 64.74%，有

过运动器材、装备（球拍、篮球、足球等）消费的占比 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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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体育相关兴趣课程消费占比 7.80%，有过参与运动的门

票等服务消费占比 3.79%，观赏型消费的占比 6.85%，没有

任何体育消费的占比 20.11%。

图 13 不同年龄段体育消费类型

（注：1.没有消费;2.观赏型消费;3.参与运动的门票等服务；4.体育相关兴趣课

程；5.运动器材、装备（球拍、篮球、足球等）；6.服装、鞋、袜等。）

（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情况

1.19 岁及以上人群公共体育场所及 15 分钟健身圈情况

工作或生活的城市社区有公共体育场所的占 78.40%，没

有的占 21.60%。工作或生活的城市社区有公共体育场所的

19 岁及以上人群中，步行至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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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钟的占比 22.47%，6-10 分钟的占比 25.76%，11-15 分

钟的占比 18.97%，16-30 分钟的占比 6.63%，30 分钟以上的

占比 4.06%。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 15 分钟以内能够步行至经常进

行体育锻炼的场所进行健身的居民增长了 14.56 个百分点。

图 14 19 岁及以上人群 15 分钟健身圈

图 15 19 岁及以上人群 15 分钟以内健身圈发展情况

2.七岁及以上人群健康理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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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在健康理念认知方面，黄石市 7-12 岁少年

人群中 97.57%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健康有积极影响，

77.28%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心理、情绪有促进作用，还有

37.01%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有促进沟通的作用；13-18 岁青

少年人群中 96.39%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健康有积极影响，

72.81%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心理、情绪有促进作用，还有

30.70%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有促进沟通的作用；19 岁及以上

年龄人群中 85.49%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健康有积极影响，

42.11%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对心理、情绪有促进作用，还有

15.97%的比例认为体育锻炼有促进沟通的作用。

图 16 7 岁及以上人群健康理念

3.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健身指导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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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岁及以上人群中接受过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的比例

为 21.17%，接受过专业教练指导的比例为 9.95%，接受过其

他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人的指导的比例为 33.80%，同事、朋

友相互指导和看资料书刊或视频自学的比例分别为 12.68%

和 36.32%，没有接受过指导、自己琢磨的比例为 38.45%。

图 17 19 岁及以上体育健身指导服务情况

4.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锻炼参与影响因素

影响 19 岁及以上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排在前三位

的分别是“工作忙，没时间”、“家务忙，没时间”和“惰

性，不想锻炼”，占比为 38.52%、24.73%和 24.22%，然后

依次是“缺乏场地设施”、“没人组织”、“没兴趣”、“缺

乏锻炼指导”、“缺乏体育锻炼知识、技能”、“体力工作

多，不必参加”、“经济条件限制”、“身体弱，不宜参加”、

“身体很好，不用参加体育锻炼”和“怕锻炼时受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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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为 11.75%、10.21%、7.96%、7.70%、6.29%、5.86%、

5.38%、3.42%、2.97%和 2.55%。其他影响因素也占 13.69%，

还有 13.24%比例完全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图 18 体育锻炼参与影响因素

5.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锻炼场所情况



20

黄石市 19 岁及以上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场所排在前三

位的是“开放的体育场或体育馆”、“公园内的空地或道路”、

“广场、场院的空地或道路”，分别占比 24.99%、22.10%

和 20.11%，其他依次是“公园内的体育场，健身专用道等”、

“住宅社区的空地或道路”、“自家庭院或者室内”、“广

场、场院的健身路径”、“开放的学校或社会单位体育场地”、

“社区文体活动室”、“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住宅社区

的健身路径”、“公路、街道边的空地或道路”、“室外专

业场地（如篮球场、网球场等）”、“单位的体育场地”、

“专业健身场所（如健身房、健身俱乐部）”、“公路、街

道边的健身路径”和“各种专业体育培训场所（如武术馆、

舞蹈馆、柔道馆、瑜伽馆）”,分别占比、16.08%、13.80%、

12.20%、10.90%、10.85%、10.08%、9.68%、8.89%、8.46%、

7.61%、5.73%、5.57%和 4.70%，其他锻炼场所占比 9.98%，

没有固定常去地方也占比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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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锻炼场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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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锻炼时间占比情况

19岁及以上人群在早晨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为 29.88%，

在上午的占比 7.40%，在下午的占比 8.07%，在傍晚或下班

后的占比 28.47%，在晚饭后的占比 42.16%，随意无固定规

律的占比 19.05%。

图 20 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锻炼时间占比情况

7.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19 岁以上人群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参与过社区健身团队

的占比 16.95%，参与过健身活动站点的占比 16.79%，参与

过朋友熟人成立的健身组织的占比 12.63%，参与过体育协会

（职工、农民体协、老年体协）的占比 12.07%，参与过单位

组建的各类体育组织的占比 8.22%，参与过社会体育指导员

协会的占比 7.46%，参与过单项体育协会（如乒乓球协会、

羽毛球协会、篮球协会等）的占比 6.18%，参与过其它体育

社会组织的占比 27.38%，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社会组织的占

比 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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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19 岁及以上人群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三）黄石市各县市区人群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1.黄石市各县市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黄石市各县市区中，大冶市有效人数 1645 人，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 692 人，占比 42.0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口比例达到省标 42%，位居各县（市、区）首位；排在第二

位的是西塞山区，有效人数 1311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 471 人，占比 35.93%；排在第三位的是黄石港区，有效人

数 736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253 人，占比 34.38%；排

在第四位的是阳新县，有效人数 2257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 760 人，占比 33.67%；排在后面位的分别是铁山区和

下陆区，铁山区有效人数 615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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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 29.76%，下陆区有效人数 850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 244 人，占比 28.71%，两个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

比例都不足 30%。

图 22 黄石市各县市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2.黄石市 19 岁及以上女性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黄石市女性调查人数 4047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507 人，占比 37.24%，其中 19 岁及以上女性人群调查人数

为 2452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532 人，占比 21.70%，

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近 5 个百分点。19-29 岁女性人群调

查人数443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93人，比例为20.99%，

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 13.89 个百分点；30-39 岁女性人群

调查人数 841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19 人，比例为

14.15%，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 6.78 个百分点；40-49 岁女

性人群调查人数 434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77 人，比

例为 17.74%，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 2.60 个百分点；50-59

岁女性人群调查人数 365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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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36.16%，高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9.67个百分点；60-69

岁女性人群调查人数 315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85 人，

比例为30.16%，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1.35个百分点；70-79

岁女性人群调查人数 48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14 人，

比例为 29.17%，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 16.98 个百分点；80

岁以上女性人群调查人数 6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2人，

比例为 33.33%，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人群 66.67 个百分点。

图 23 19 岁及以上岁人群不同性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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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19 岁及以上女性不同年龄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情况

（四）黄石市全民健身活动的主要特征

1.7-18 岁青少年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增长趋势

明显

7-12 岁少年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44.33%，

相较 2022 年增长了 14.53 个百分点；13-18 岁青少年群体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84.80%，相较 2022 年大幅增

长了 55.39 个百分点。7-18 岁青少年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2.19 岁及以上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稍有下

降，30-39 岁和 40-49 岁两个年龄分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和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远低于其他

年龄分段

与 2022 年比较，19 岁及以上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下降了 2.13 个百分点。30-39 岁和 40-49 岁两个年龄

分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都在 20%以下，与其他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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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差距在 10.09-33.71 个百分点之间，每周参加 1 次及以

上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与其他年龄分段差距在 18.54-34.92 个

百分点之间。

3.黄石市体育消费主力军是 7-18 岁青少年群体，且以

消费型为主，参与性和观赏性占比不高

7-12 岁少年群体年均体育消费 1845.55 元，超过全年龄

段人群均数 147.79 元，13-18 岁青少年群体年均体育消费

2977.33 元，超过全年龄段人群均数 1279.57 元，7-18 岁青

少年群体是黄石市体育消费市场主力。黄石市各年龄段有过

服装、鞋、袜、运动器材、装备等消费型体育消费的比例都

在 60%以上；各年龄段有过体育相关兴趣课程、参与运动的

门票等参与性体育消费比例不到 20%，有过观赏性体育消费

的比例更是不到 10%。

4.黄石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显著提升，15 分钟

健身圈发展迅猛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 15 分钟以内能够步行至经常进

行体育锻炼的场所进行健身的居民增长了 14.56 个百分点，

表明群众身边十五分钟健身圈逐步完善，黄石市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显著提升。

五、黄石市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的特色和经

验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黄石市高度重视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2023 年组

织专项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布置具体工作，专门出台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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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石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方案》，成立领导组织

机构，明确了各单位任务、职责，制定了工作流程，布置了

具体任务。各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专项工作的单位高

度重视，认真部署，科学抽样，保障了黄石市高效、圆满的

完成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专项工作。

（二）强化目标，注重实效

黄石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从方案制定开始就与

黄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实际结合

起来，实施过程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等核心指标纳入各

县市区创文国卫复审工作考核体系，分组分年龄进行调查，

强化了过程和结果运用，也进一步压实了各县市区责任。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健全完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体

制机制

下一步重点建立健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体

制机制。要制定问卷调查的规范化流程和指令，健全规范化

的调查方式，确保问卷核心数据的完整和有效；要结合黄石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等实际工作，通过强

化结果运用，建立常态化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机制；把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纳入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年度目

标任务，建立健全长效化的工作、考核机制，推动调查工作

常态化开展。



29

（二）坚持问题导向，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等体育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全

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的科研开发，查摆黄石市体育事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我市争创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建设体

育强市提供数据支持，进一步促进我市体育事业发展。

黄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2024 年 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