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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进行研究。对体育扶贫概念

进行了梳理，总结甘南州近三年体育扶贫取得的成绩；分析主要存在的问题即体育人才短缺、场地器

材不足、宣传不到位、对体育扶贫认识不足、特色不鲜明、顶层设计滞后；在此基础上依据旅游资源

优势、民族特色、地域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优势等构建甘南州体育扶贫基本模式，即“体育+旅

游”“体育+健康”“赛事+节庆”。在总结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助推甘南体育扶贫工作良性发展的6条对

策和建议，目的是推进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同时逐步实现甘南

州体育扶贫工作逐渐由“帮扶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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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observ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f sports in Gannan prefecture. It combs the concept of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nan prefecture in recent three years. The main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sports talents, the lack of venues and equipment, the lack of publicity,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lack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 lag of top-level design are 

analysed.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tourism resources, ethnic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and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basic mode of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nan prefecture is 

constructed, namely "sports + tourism", "sports + health", "events + festivals". While summarizing the proble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ix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nan.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Gannan prefecture, help the local people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Gannan prefecture from "assistance" t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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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年7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和国

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关于体育扶贫

工程的实施意见》指出，将体育扶贫纳

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实施

体育扶贫工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进程，从而明确了体育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精神，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

见》和《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

施意见》，甘肃省体育局、省扶贫开发办

公室结合甘肃实际，就推进体育扶贫工

程提出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将

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

体系，实施甘肃体育扶贫工程，充分发

挥体育行业在脱贫攻坚中特有优势和综

合带动效应，通过开展全民健身、引进

体育赛事、援建基础设施、发展体育产

业等助力脱贫，促进体育与扶贫工作深

度融合，形成体育助力扶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工作格局，并提出实施六大

体育扶贫行动的任务，全省体育扶贫工

作有序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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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肃省深度贫

困地区，也是省体育局体育扶贫的重点

地区，近几年体育扶贫工作在省体育局

和甘南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体育

扶贫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在打造精品体

育赛事，助推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狠

抓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民族特色体

育项目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从整

个发展现状来看还存在不少丞待解决的

问题，比如：以“帮扶式”为主“开发

式扶贫”不足，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

本地区体育扶贫中普遍存在“等、靠、

要”的思想。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精

准扶贫”为背景，以甘肃省体育局、甘

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推进体育扶

贫三年行动计划》为依托，采用文献资

料、田野调查、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近年来体育扶贫工作

进行总结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在利

用政策开展好传统意义上的体育扶贫的

基础上，通过开发甘南地区丰富的自然

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优

势，以赛事搭台，打造特色赛事品牌活

动，开发“体育+旅游”等项目扶贫，实

现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逐渐由“帮扶式”

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的新思路，最

终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根据课题需要，本研究的主要对象

为甘南州体育扶贫模式的构建，总结甘

南州七县一市体育扶贫的现状，分析存

在的问题，构建利用甘南地区生态优势、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

开展体育扶贫工作的新模式。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扶贫的概念阐释 

“体育扶贫”，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

统一且明确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体育

扶贫指“体育部门所从事的结对帮扶贫

困地区，或者体育彩票公益金所资助的

扶贫项目、体育器材等”“体育在现代社

会已发展成为集运动、健康、教育、娱

乐、政治、商业等为一体的多元功能文

化，以体育多元功能为基础，体育扶贫

是指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的体育

手段、体育方式、体育行为的集合以及

实施这些行动的工程”。体育贫困是由于

缺乏物质、健康、运动能力、体育精神、

产业和权利多维度原因造成的贫困，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体育扶贫是指“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突出体育扶贫，扶出体

育特色的特点，围绕全民健身、全民健

康和全面小康深度融合为中心，因地制

宜，充分发挥体育扶贫的综合带动作用，

对缺少体育设施的贫困地区进行体育设

施精准供给、对缺少体育教育资源的贫

困地区进行体育教育扶贫、对丧失脱贫

内生动力的贫困人民进行体育文化精神

扶贫、对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贫困人

民进行体育健康扶贫、对具有开发体育

资源和市场条件的贫困地区进行体育产

业扶贫”。 

本课题所研究的体育扶贫，其概念

大致为：在利用政策开展好统意义上的

体育扶贫的基础上，通过开发甘南地区

丰富的自然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

旅游资源优势，以赛事搭台，打造特色

赛事品牌活动，以体育旅游等项目扶贫

的新举措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在思

想上逐渐实现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逐渐

由“帮扶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

转变。 

3.2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总结 

3.2.1取得的成绩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甘南州始

终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事关脱贫攻坚

大局统筹谋划，坚持把改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作为脱贫摘帽的先决条件，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和贫困

村、贫困户后续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

提出和确定了新建、扩建、改建、共建

等建设模式。主动与“帮联”单位协商

出资修建场地并由体育局统一配发器

材等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体

育彩票公益金援建贫困村，助推体育设

施完善、场馆建设提速。截止目前，共

实施建成了38个乡镇（社区）体育健身

中心，15个高标准体育场，850个一村一

场，5个笼式足球场，4个县级全民健身

中心，更新200个一村一场，投放健身路

径8300件，达到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

1.4平方米。 

近年来，甘南实行旅游兴州战略，体

育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结合民族、高

原、贫困等州情，依托绚丽多彩的自然

生态和缤纷绚烂的民族民俗文化，围绕

品牌赛事引领新时代群众体育健身，初

步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藏区

特点、甘南特色的“体育+旅游+扶贫”

发展之路。通过举办“全国露营大会”

“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临潭冶力关

国际拔河公开赛”“迭部国际大力士暨

则巴邀请赛”“中国天空跑系列赛（甘南

站）”“藏地传奇自行车赛”等国际、国

内赛事活动，有力提升了甘南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有力推介了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为当地贫困群众带来一定的服务就

业岗位和经济收入。 

全民健身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州

各县市根据当地当地实际，以大型活动、

民俗节庆、冬季农闲为切入点，举办篮

球、足球、赛马、田径等体育比赛。据

统计，全州年平均举办各类群众性体育

活动200余场，参与人数超过30万人次；

群众自发性体育活动300余场，参与人数

超过50万人次。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和

知识宣传，不仅提升了群众的生活品味

和质量，也逐渐培养了良好的生活情趣，

减少了邻里纠纷、酗酒赌博等不良现象，

促进了社会大局稳定，加快了新农村建

设步伐。 

为了更好的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

化、城乡体育服务一体化，将晨晚练点

建设向农牧村中心镇延伸，努力培育每

个乡镇有一个以上健身活动品牌。同时，

加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中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体

育教育资源，通过一定措施提高各类体

育项目的普及程度，使更多的群众体育

项目逐渐深入人心，能最大程度的得到

全面普及和推广。 

3.2.2存在的问题分析 

3.2.1体育人才短缺，体育指导不够 

甘南州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的数量

严重不足，尤其是农牧村基层组织基本

没有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于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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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严酷，经济落后，大量地方学

校体育教师数量也严重不足且质量较

低，体育人才流失严重，导致本地体育

人才匮乏。体育人才的短缺，不利于体

育健身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制约着群众

体育的开展、推动和普及，也严重限制

着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的进程。 

3.2.2体育场地、器材不足，现有场

地利用率低 

通过调查问卷统计，甘南地区群众

对现有体育场地设施满意度整体不

高。非常满意的是健身器材，满意度达

到71.13%；其次是健身广场，满意度达

到49.33%，最不满意的是体育馆和体育

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体育场地设施

总体数量少，质量不高，城乡建设不平

衡，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县、市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相对滞后；基

层体育场地设施简陋单一且缺乏管理维

护；体育场地地域分布和布局比例失调；

现有的体育场地中，室外场地数量远远

高于室内体育场地数量，比例十分不协

调，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3.2.3对体育扶贫认识不足 

对体育扶贫认识不足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对体育扶贫的概念本身

认识不足，比如体育能不能扶贫？体育

怎样去扶贫？什么是体育扶贫等问题认

识不到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体育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原因是在学校和

社会对体育重要性以及体育多元功能的

宣传和解读欠缺，绝大多数群众对体育

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健康生活的

认识不足，不愿意参与到体育健身活动

中去，全民健身氛围不浓。 

3.2.4对体育扶贫工作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甘南的广大群众对

体育扶贫了解程度不高，对什么是体育

扶贫？怎样用体育去扶贫知之甚少，对

甘南州近几年在体育扶贫工作中已取得

的成绩也不甚了解。对一些有影响力的

竞赛如“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临潭冶

力关国际拔河公开赛”“迭部国际大力士

暨则巴邀请赛”“中国天空跑系列赛（甘

南站）”“藏地传奇自行车赛”也缺少必

要的宣传，知道的人仅仅停留在比赛当

地。因此，甘南地区的体育扶贫工作没

有形成良好的氛围与行动的基础。 

3.2.5体育扶贫特色不明显，可持续

发展能力不足 

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绚丽多彩的自然生态和缤纷绚烂

的民族民俗文化是在体育扶贫中应该抓

住的重点。甘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优势明显，地域特色突出，民族

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为乡村体

育旅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美丽乡村

建设缺少必要的体育元素，旅游业的大

力发展并未和体育紧密相连；民俗节日、

节庆活动相对较多，但在节庆期间举办

的各类体育活动非常少。体育扶贫近三

年的重点还是新建、扩建、改建、共建

等建设模式，修建场地并配发器材等措

施和依靠体育彩票公益金援建贫困村，完

善体育设施和场馆建设。 

3.2.6顶层设计滞后，体育扶贫纵深

推进不力 

甘南州体育扶贫缺乏整体规划，现

有规划主要还是场地设施建设计划和

目标达成，整体扶贫政策制定中鲜有体

育扶贫内容的表述，体育扶贫游离于整

体扶贫工程之外，随意性较强，处于局

部开展且分散实施状态，严重影响着体

育扶贫的效果。体育扶贫制度建设缺

失，不利于体育扶贫稳定发展。就其原

因，主要还是对体育工作缺乏重视，对

体育扶贫宣传不到位，致使对体育扶贫

的作用和效果认识不足，导致工作弱化

和边缘化。 

3.3甘南州体育扶贫模式的构建 

3.3.1“体育+旅游”实现甘南地区

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精准扶贫下甘南体育旅游开发的必

要性及可行性。《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

局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

提出推动特色体育活动与区域旅游项目

设计开发、体育文化保护传承和民族地

区的体育旅游扶贫相结合，打造具有地

域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旅游活动。甘南藏

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丰

富，具有良好的体育旅游发展基础，通

过发展旅游扶贫必将成为发展当地经济

的重要路径之一。结合有利资源，推进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形成本地区长久发展的新动力。甘

南地区可利用利用水、湿地、山脉、草

原、森林等地貌优势打造登山步道，利

用步道沿线农民建起的农家乐等餐饮

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甘南地域辽阔，风景秀美，多姿的

青山绿水，名胜古迹和甘南藏族自治州

本身独有的浓郁古朴的藏族风情，以及

丰实的民族民间艺术构成了甘南旅游的

资源优势。境内中西部草原辽阔，南北

部森林茂密，物产丰富。以黄河、洮河、

大夏河、白龙江为主的众多河流，奔腾

于深山峡谷、广袤草原之间，奇特的山

水风光融入独特的高原气候，显得风格

迥异。甘南州主要的自然景观有神奇俊

秀的莲花山、迭山、翠峰山、太子山；白

石崖溶洞、腊子口溶洞、岗岔溶洞，天

然艺术大观园、扎尕那石林、赤壁幽谷、

象形山石佛望月、黄河母亲石、六字真

言石；黄河首曲、冶木峡、尕海湖、达

宗湖、冶海湖等水域风光；老龙沟、大

海沟、黄捻子、大峪沟、则岔石林等森

林景观；桑科草原、尕海候鸟保护区、阿

夏沟熊猫栖息地、鸭蛋岛等天然生态旅

游景观。这些奇特的自然风光融入独特

的高原气候，充满了神奇色彩。 

精准扶贫下甘南体育旅游开发模

式。要根据“精准扶贫”各方面的文件

精神，全方位分析甘南地区旅游及休闲

体育方面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制定

相关规定，突显体育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以地区农牧村民为切入点，大力建设各

类体育旅游富民工程项目，再通过餐饮

及体育活动等措施适时扩大地区旅游业

发展规模，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地区旅游

业健康稳定发展，带动甘南州各地区其

它产业发展的同时，帮助地区各层次贫

困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正确道路。甘南

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和体育健

身巧妙结合起来，在未来扶贫发展的道

路上，美丽乡村建设将是甘南精准扶贫

模式的有效和长效手段之一。 

健身休闲产业可以满足新时期广大

群众多元化的体育消费需求，甘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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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大力开发体育旅游，

政府部门要根据国家政策在休闲体育产

业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转变传统旅游模

式，统筹考虑，采用全域旅游大结构体

系，多角度深层次挖掘和整合各类特色

体育旅游资源。例如一年一度香巴拉旅

游节中的赛马表演赛，碌曲的万人锅庄

舞大赛等，在餐饮中融合以锅庄舞为基

本元素的篝火晚会和不同类型的少数民

族舞蹈表演并鼓励游客参与其中，这些

举措都已取得良好的效果。合理开发体

育旅游并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要将

“绿色”“健康”的健身休闲旅游产业放

在核心位置，以此作为体育旅游开发的

重要模式和甘南地区扶贫开发的有效模

式和长效机制。在发展过程中，甘南地

区要提高精准扶贫层次，借助甘南地区

旅游资源优势，巧用体育旅游开发模式，

让体育和旅游有机结合，并适当融入能

够满足游客需要的餐饮和特色体育旅游

产品。并在各大媒体、网络大力宣传甘

南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和特色体育旅游及

各类体育旅游产品，同时提升餐饮、住

宿等服务质量，打造甘南旅游品牌效应，

全面提升甘南地区体育旅游精准扶贫模

式整体效益。 

3.3.2“体育+健康”宣传全民健身

新理念，普及广大群众健身知识和健身

技能 

加大宣传力度，贯彻全民健身新理

念。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广泛宣传体育

锻炼的目的意义，让甘南地区人民群众

认识到体育对自身健康的益处和体育锻

炼对自身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认识

到体育锻炼可以降低医疗费的支出，树

立正确的体育理念。宣传全民健身思想

和要求，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逐渐培养想锻炼、

爱锻炼和坚持锻炼的终身体育意识。借

助体育赛事影响，制作宣传图册，广泛

宣传健身知识和方法，普及体育理论基

础知识，引导健康生活理念。多邀请相

关专家和科研人员举办健康知识、健身

方法、运动损伤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充

实广大人民群众体育知识储备，培养体

育锻炼的兴趣。  

加强对《体育法》和《全民健身刚

要》的宣传与落实；加大对体育扶贫政

策和内涵的宣传；突出对全民健身和全

面健康的宣传；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实质；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对学校体育提出的“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四位一体的目标；重点宣传全国各地在

体育扶贫中成功的经验和典型的事迹，

比如广西马山县的国家级攀岩户内外

体育公园、体育特色小镇，四川省南部

县打造的钓鱼文化节等，让甘南民众对

体育扶贫工作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全

新的认识。 

加强体育教育扶贫，着力解决甘南

地区体育人才匮乏问题。针对甘南地区

体育教育师资短缺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严重不足的现状，多渠道整合体育人

力资源，开展体育教育精准扶贫，提高

本地区体育教育质量。体育教育不仅要

靠体育教师，也要靠社会体育指导员以

及广大有体育特长的体育爱好者，甘南

地区要加大力度配齐中小学体育教师，无

法配齐的地方每年应该有一定的比例招

聘一定数量的体育教师。在大、中、小

学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加大力

度培训和引进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体育

教学、训练、指导等服务，缓解体育人

才不足的问题。有计划实施体育教育专

业大学生支教计划，通过学生支教宣传

体育政策、体育扶贫、体育锻炼思想，指

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锻炼，指导民间体

育赛事等；通过“国培计划”等加大对

本地区尤其农村体育教师及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培训力度，支持师范院校与中小

学和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协同培训基

地，支持体育教育工作者的研修活动；有

序推进甘南地方政府、高校、中小学协

同育人的体育教育基地建设。在体育教

育扶贫方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作为甘

南唯一一所高校，其体育系应该主动承

担其责任和使命。 

3.3.3“赛事+节庆”进一步创新甘

南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扶贫模式 

民族节庆体育活动与民族传统文化

联系紧密，节庆活动承载着民族信仰，

节庆体育能够传承民族精神，民俗节日

也是民族文化展现的平台。民族节庆体

育活动或在节日期间举办的各类现代竞

技体育活动都能够不同程度推动民族地

区经济的发展。甘南地区要不断探索和

挖掘传统节庆体育文化和节日期间的体

育赛事活动，借此着力促进旅游业的发

展，从而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甘南，一年四季，民俗节日接连

不断，如“插箭节”“采花节”“娘乃节”

“香浪节”（香巴拉旅游艺术节）“莲花

山花儿会”“潮水节”“灯棚会”“万人拔

河比赛”“赛马大会”等。对藏族民间艺

术感兴趣的人来说，民俗节日期间是甘

南旅游的最佳时间；在香巴拉旅游节期

间会开展一些富有生活情趣和民族特色

的娱乐活动，如赛马、赛牦牛、拔河、摔

跤、赛跑、唱歌、跳舞等活动。在节庆

期间，可以依靠当地特色传统体育项目

开展体育比赛，比如香巴拉旅游节上的

万人锅庄舞大赛和赛马表演，“玛曲格萨

尔赛马大会”“临潭冶力关国际拔河公开

赛”“碌曲锅庄舞大赛”等，依靠这种比

赛吸引游客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

可以根据举办能力适当引进国内外水平

高且影响力较大的竞技体育赛事，比如

“藏地传奇自行车赛”等，通过举办比

赛宣传甘南，吸引游客，发展经济。但

不得不承认，目前甘南引进并承办大型

有影响力的现代竞技体育赛事的能力较

弱，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场地设施、提

高工作人员培养力度、做好举办大型赛

事的论证和研究等措施，为下一步引进

赛事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在节庆期间举行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和现代竞技体育赛事外，还可以由甘

南当地各级政府或协会举办各种类型的

竞技体育赛事，吸引个人或团体组织来

参加。从近几年甘南的体育发展来看，这

种比赛还存在举办次数少、层次低和吸

引力不够等问题。通过在节庆期间举办

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比赛，吸引当地群众

参与或欣赏比赛，愉悦身心，提高参赛

者和欣赏者的认同和归属感，进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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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在养成锻炼

习惯的同时培养终身体育意识，通过自

觉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能力，减少

患病概率，同时也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

返贫情况的发生。尤其通过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比赛或欣赏，起到宣传作用，

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也能

彰显甘南地区体育扶贫的地域、民族和

文化特色。 

3.4甘南州体育扶贫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体育扶贫及全民健身工

程的宣传工作；（2）开展体育教育扶贫，

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加大甘南地区体育人

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支持本地区唯一高

校体育专业发展的资金及政策扶持，引

导高校积极支持体育扶贫工作；（3）利

用扶贫政策，持续加强体育行政部门主

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现有场地利

用率；（4）大力挖掘甘南地区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资源，结合旅游资源通过体育

表演带动经济发展；（5）转变观念，构

建甘南州“体育+旅游”“体育+健康”“赛

事+节庆”体育扶贫新模式；（6）加强政

府对体育扶贫工作的支持，出台体育扶

贫规划并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加大投入，

重视体育扶贫理论研究，促进体育扶贫

实践的发展。 

4 结语 

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

和共同任务，体育扶贫是在国家精准扶

贫大政策和大背景下展开的，随着体育

扶贫研究和实施过程的逐渐深入，其重

要性和必要性更加凸显。我们要充分认

识到体育扶贫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因病返贫和增

加经济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

在沥青体育扶贫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立

足甘南实际，总结近几年甘南州在体育

扶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创新理念，拓展思路，依据旅游资源优

势、民族特色、地域和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特色优势等构建甘南州体育扶贫基

本模式，即“体育+旅游”“体育+健康”

“赛事+节庆”，在总结问题的同时，提

出了助推甘南体育扶贫工作良性发展

的6条策略和建议。在利用政策开展好

统意义上体育扶贫的基础上，通过构建

体育扶贫三大模式和提出的6条策略

等新举措推进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向

纵深发展，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进而

逐步实现甘南州体育扶贫工作逐渐由

“帮扶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

转变。 

本文总体来说还是以理论性、描述

性、总结性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以期

为甘南州下一步体育扶贫工作的开展提

供思路和理念。案例研究相对薄弱，尤

其针对某一项案例从论证到实施再到效

果分析的研究缺失，可以说研究宽泛全

面但不具体。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更

加具体，具体到项目也具体到某一人群，

进行深入调研，设计适合当地实际的体

育扶贫子模式，进而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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