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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全运会 夺“大金牌”
本报记者 王健

还有30天，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
全国运动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在期待
十一运会开幕之际，我们先来回顾一
下十一运会的筹办过程。同时，再展
望一下山东代表团在十一运会上会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申办大事记

2004年2月11日，山东省成立了
申办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领导小组。
同年10月15日，省政府正式向国家体
育总局递交了申办报告。

2005年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
复函国家体育总局，同意山东省承办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同年7
月 1 9日，十一运会山东省筹委会成
立。8月18日，十一运会山东省筹委会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我省承办
十一运会工作正式启动。

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

十一运会会徽通过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的方式产生。组委会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作品3040件，
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孙大刚
等集体创作的“和谐中华，活力山
东”图案最终被选定为十一运会会
徽。

十一运会吉祥物征集工作于
2007年11月7日正式启动。共征集社
会各界作品464件，经过国内知名专
家组成的评委会认真评选，十一运
组委会组织有关作者对主要入围作
品进行了反复修改。经过山东省
委、省政府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肖文津、姜军
等集体设计创作的“泰山童子”最
终被选定为十一运会吉祥物。

自2008年3月16日起，十一运会
组委会面向社会征集了9700多条主
题口号，经过组委会认真研究，“和谐
中国 全民全运”成为十一运会的主
题口号。

场馆靓丽

根据十一运会竞赛需求，全省17
个赛区新建、改造比赛场馆64个、训
练场馆65个，共计129个，其中新建场
馆44个，改造场馆85个。

济南主赛区在建设高水平奥体
中心的同时，还规划建设了全运村和
媒体村，是我省承办全运会的一个创
举。省里投资建设的场馆设施赛后
将作为省优秀运动队综合训练基地
和山东体育学院新校区。

山东省在制定全运会场馆建设
方案的时候，是与全民健身工程建设
统筹规划在一起的，山东省委、省政

府要求每一项工程都体现“节约环
保、便民利民、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发
展观，这种全新的理念，在全运会工
程建设史上是一个创新。

全民全运已成现实

正如媒体所言：“全民全运”，听
上去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当被落到
实处后，事实上，这意味着一种体育
办赛模式的漂亮转身。

把发展群众体育纳入办赛宗
旨，组织实施了“一点三线”全民
健身和农村体育工程。全省规划建
设全民健身工程800多项，17个市、
1 4 0个县都设有健身中心或健身广

场，基本形成了以济南为中心点、
以市级城市为支点的沿海、沿黄和
历史文化三条全民健身特色带；结
合新农村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达到3 . 2万个。

2009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在体育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就山
东筹办十一运会对山东群众体育发
展带来的推动作用及产生的显著效
果进行全面解读和报道。

力争超过42金

2009年8月26日，山东省委、省
政府在济南隆重举行第十一届全运
会山东省代表团成立誓师大会。省
体育局局长张洪涛表示，十一运会
上，山东代表团的目标是争创全运
历史最好成绩，力争超过 4 2枚金
牌。

据了解，山东代表团的优势项目
为田径、举重、摔跤、柔道、水上、射
击、射箭、自行车、武术、跳水等项目。

夺取“大金牌”

山东不止一次提及：不会把目
光盯在金牌和成绩上，山东办十一
运会关键是要当好东道主，要为各方
体育健儿，要为各方的来宾提供优质
的服务，夺取一个“大金牌”。

何谓“大金牌”？含义有三：
第一，虽然办的是体育运动会，但
要实现的、追求的应该是多元的效
应，应该是长期的效应。第二，既
要搭台，又要唱戏，更重要的是搭
台。把十一运会的舞台搭好了，让
全国各个省、区、市和行业协会的
体育健儿在这里把自己的才能充分
地展示出来，大家都获得优异的成
绩。第三，山东运动员应该通过第
十一届全运会充分地展示山东体育
大省、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实现
办赛和参赛的双胜利，这就是所谓
的“大金牌”。

左图：第五届全运会宣传画。

右图：第十届全运会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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