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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省运会闭幕，四年后益阳见
本次运动会上，长沙、岳阳、衡阳代表团分获青少年组赛会奖牌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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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年一约的省运会告别，“+体育”还有无
限可能。

今年省运会的主会场岳阳市体育中心，同
时也是岳阳一座新的城市文化体育地标建筑。
据悉，在省运会结束后，这里将按照“体育+商业
+文旅”相结合的模式，立足打造体育、演艺、商
展为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

得益于近年来文、旅、体的融合以及“+体

育”的发展，让湖南体育产业规模逐步壮大。据
统计，2019年度体育产业总产出为1066.89亿
元，增加值443.03亿元，从业人数达30余万人，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湖南同期GDP比重为1.11%。
2020年， 湖南体育产业虽受疫情影响增长速度
不快， 但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产值较上个年度
增长5.19%，成为增长幅度最大的一类，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总产出较上年度提高2.7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年
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
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
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
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点， 稳居世界第二
位。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80976元，扣除
价格因素， 比2012年增长69.7%， 年均增长
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取
得新进展。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
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
指数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
2021年的第12位。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现行贫困标准下，2013年
至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
万人， 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
2013年至2021年， 全国就业人员稳定在7.4
亿人以上。 ■据新华社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9月18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在岳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闭幕。闭幕式上，岳阳市委书记曹普华将
省运会会旗交给省体育局党组书记熊倪，熊倪将会旗交给湖南省第
十五届运动会承办城市代表益阳市市长陈竞。第十五届省运会将于
2026年在益阳市举行。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9月18日晚，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岳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现场“沉浸式”的舞美
表演给观众营造了不一样的观演体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近十年我国GDP
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
平均贡献率超30%

多样化培养优秀运动员

在本次省运会上， 青少年组共产生金牌
1440枚(其中奖励金牌596枚、赛会金牌844枚)，
打破2项省纪录、7项省青少年纪录；成年组共产
生金牌84枚。长沙、岳阳、衡阳代表团分获青少
年组赛会奖牌前三名，长沙、邵阳、岳阳代表团
分获成年组赛会奖牌前三名。

来自长沙市的中小学生运动员在篮球、足
球、武术等项目上摘金夺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教体局通过与永顺县灵溪镇第一完全小学
合作， 解决了体操后备运动员读书的问题……
本届省运会充分展现了现阶段湖南在体教融合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有目标院校，是浙江大学。”在获得男子
U18组100米冠军后，来自长沙市雅礼中学高二
的刘湘赣对着镜头自信地说道。而他也是作为
本届省运会涌现的优秀后备人才， 被省体育
局副局长张连标列在名单上。实际上，像刘湘
赣这样竞技水平突出但志在高校的优秀青少
年运动员并不少。 田径赛场、 羽毛球赛场包括
赛艇等项目都是如此。

“让优秀运动员有书可读；让校园里的体育
人才享受高水平的训练比赛。” 张连标表示，本
届省运会有不少中小学的体育苗子进入各运动
项目省队的视野。

优化基层教练员团队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设大项28项、小项650
项，产生金牌713枚；新增加射箭、街舞、艺术体
操等三个大项以及篮球项目的三人制赛制。张
连标告诉记者，从本届省运会的竞技水平来看，
各市州业余体校的训练水平较以往有了显著提
高，各市州的传统优势项目保持稳定，新项目也
可见发展前景， 这离不开一大批基层优秀教练
的坚守与付出。

长沙市赛艇队主教练边永杰是省赛艇队的
退役运动员，2019年才接手队伍的他，本届省运

会带队获得了11枚金牌， 位列金牌榜并列第一
位。 天津全运会女子柔道冠军熊瑶也在退役后
就职于湖南省体校， 本届省运会由于队伍的出
色表现，她也被评为优秀教练员……近年来，各
市州、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积极提高基层教练
员的待遇， 越来越多的高水平退役运动员愿意
回归基层、扎根基层。

本届省运会， 邵阳代表团拿到10枚羽毛球
金牌，张家界在田径项目大放异彩，都离不开一
大批基层优秀教练员的辛勤工作。

以“+体育”壮大湖南体育产业

三湘都市报9月18日讯 省发改委近日
印发 《湖南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
（2022-2025年）》。《方案》提出，到2025年，
基本构建起以长株潭地区为核心， 湘南、大
湘西、洞庭湖区域协同联动、立体高效、智慧
绿色、开放融合的现代流通体系，初步建成
中部地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和重要商贸
流通中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3
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我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2021年， 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总
数突破1.2万家，物流市场主体达4.7万余家，
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未来3年， 湖南将通过开展深化现代流
通市场化改革、 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健
全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提升交通运输支撑能
力、提升现代金融服务流通支撑能力、提升
流通领域信用服务支撑能力等六大行动，高
质量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省发改委介绍，将围绕我省现代流通领
域建设发展的重点和短板弱项，建立全省现
代流通体系建设重点项目库，谋划推动实施
一批配套建设项目，确保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工作扎实有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孟姣燕

湖南物流市场主体总量
居全国第一方阵
2025年基本构建起现代流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