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势而上 全力以赴 着力创新 勇立潮头

浙江省武术协会主席 李期华

2025 年 1 月 15 日

各位会员代表：

大家好！

过去的一年，是“后亚运会”年，又是巴黎奥运会举办之年。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省各级武术协会和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2024

年 5 月,时任省委书记易炼红调研省体育局时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借助杭州

亚运盛会圆满成功举办强劲东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以赴、

奋发进取、勇立潮头，加快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迈向体育

强省。

首先，我代表浙江省武术协会，向协会全体会员代表和理事、向

全省关心支持武术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为我省传

统武术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武术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年来，我省传统武术工作坚持内生“正能量”，持续加强协会

的自身组织建设，保持协会清廉底色；坚持党建引领，在政治核心作

用上发力，强化政治引领，做到党建与武术工作融合发展；坚持发展

创新，从浙江武术辨识度上发力，强化传统武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立足项目传承、提高技能水平，亮出浙江特色；坚持打造品牌，从办

人民满意的武术上发力，推动赛事精品化，构建覆盖广泛、层级清晰、

便于参与的传统武术赛事体系；坚持服务提质，从服务人民、满足需



求上发力，武术六进、段位制、会员服务，促进社会武术蓬勃发展，

助力全民健身；坚持主题导向，不断挖掘浙江武术人文历史，展现我

省武术文化的历史底蕴，更是武术人爱党爱国的情怀。岁月镌刻光荣

梦想，奋斗绘写壮美画卷，一年来我省传统武术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被浙江省体育总会评为“2024 年浙江省五星级体育社团”。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体育局、省体总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更得益于全省武术界同仁团结一心、奋力拼搏的努

力付出。为此，我谨代表省武术协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代表浙江省武术协会向大会做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

一、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内生“正能量”：加强自身建设，保持清廉底色。

1、行有戒惧，保持清廉武协底色。

2024 年，根据省体育局专项整治年的相关部署，省协会秘书处、

各分支机构有序开展专项整治，围绕专项整治十个方面的问题，制订

实施方案，做好思想发动，找准问题症结，及时推动整改。

2、练好内功，积极防控安全风险。

省协会始终坚持公益性的发展方向，以“办人民满意的武术”为

宗旨，提高政治站位，规范发展。牢固树立“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将安全管理和防

范武术乱象作为省协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加强对传统武术的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及时开展行业安

全宣传教育，清理和排查违规办赛、非法约架、自封大师、收徒敛财、

虚假宣传和恶意炒作等方面的武术乱象。



省协会加强武术队伍的行风建设，加强武术骨干队伍的武德教育。

进一步规范教练员、裁判员、考评员培训考核，确保规范严谨，不谋

私利，确保武术赛事公正公平执裁，风清气正。着力打造一支职业化

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为传统武术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3、规范发展，推进协会制度和机构建设。

2024 年，省协会聚焦制度建设，以规范促发展，以提高管理能力、

提升服务质量为着力点，在协会自身建设、赛事运营、技能培训、段

位工作、会员管理和服务等方面，树立制度权威，强化以制度管人、

流程管事的有效机制。坚持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制度、内设机构人员推

荐制度，员工岗位责任考核跟个人薪酬挂钩制度，坚持严格规范的财

务制度、审计制度。在段位晋升，裁判员、教练员、考评员考核以及

段位考试点成立、考核考评等方面，坚持公开透明的公示制度，通过

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监督，有效提升了协会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凝

聚力。

秘书处作为协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按协会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工

作。特别是省中段位考试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政策调整等突发事项，面

对 3394 名段位考生涉及的报考等级调整，政策咨询，段位经费退款

1826 人次，其中全额退款 966 人次，部份退款 860 人次。秘书处全体

工作人员，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妥善处理，圆满完成，得到广大考

生的理解和表扬。

分支机构作为协会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各自的专项领域表现突出，

全年工作亮眼，对推动我省传统武术工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

中形意和心意拳专业委员会、散打专业委员会、教练员委员会在年度



工作绩效考评中优秀，获浙江省武术协会先进分支机构荣誉。

（二）党建引领：强化政治引领，做到党建与武术工作融合发展。

2024 年，协会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支部学习和主题党日活动，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做，强化理想信

念和使命担当。

这一年，省武协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助力协会、推动发展的引领

作用，加大党组织对协会重大决策、活动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在协会

开展清廉武协建设、专项整治等工作中，协会党支部做到及时学习和

贯彻清廉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专项整治的工作部署;在面对广大会员对

协会工作事项的监督上，协会党支部坚持原则，以客观事实、相关政

策和管理办法为依据，认真查处、处理在考段、赛事中存在的违规现

象;多次召开支部专题会议，在清廉建设和专项整治方面发挥了党支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和监督作用。

（三）发展创新：立足项目传承、提高技能水平、亮出浙江特色。

省协会立足传统武术项目传承、拓宽培训思路、提高技能水平，

提高培训质量，展示浙江特色，强化传统武术教练员、裁判员和考评

员三支队伍的建设，2024 年省协会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骨干培训班，年

度培训传统武术教练员 130 名，传统武术裁判员 155 名，中国武术段

位考评员 83 名，2024 年全年发展省级协会会员 7727 名。会员发展工

作服务稳中提质，特别是绍兴市武术协会，年度发展 1075 名省会员，

独占鳌头，嘉兴和湖州紧随其后，表现优异，荣获 2024 年浙江省传统

武术会员发展工作市级先进单位，绍兴市上虞区武术协会等 7 家单位



获 2024 年浙江省传统武术会员发展工作县（市、区）级先进单位。

其次，省协会发挥专业优势，立足项目传承，推广和提高相结合，

充分发挥协会各分支机构的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提高班，包括绨袍

剑、大成拳浑圆桩提高班，“浙样运动”公益培训班等。不同形式的

传统武术项目提高班培训，受到了不同层级、不同兴趣习武人群的欢

迎。2024 年，省协会本级各类培训班共服务全省武术骨干 3000 余人

次。

（四）打造品牌：推动赛事精品化，构建覆盖广泛、层级清晰、

便于参与的赛事体系

我省传统武术赛事，以提升赛事品牌为重点，面对不同练习群体、

突出重点拳种，向基层、向学校、向企业倾斜，培育覆盖广泛、层级

清晰、便于群众参与的赛事，形成了富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的品

牌赛事体系。

由省武术协会主、承办的赛事包括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浙江

企业（企业家）武术大赛、浙江省太极拳公开赛、浙江省太极推手比

赛、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散打总决赛、浙江

省形意和心意拳武术比赛、浙江省龙泉论剑武术大赛等等。2024 年，

在丽水市举办的“第十六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共有 235 支代

表队、5268 人参赛，其中还有来自美国、西班牙的 3 支国外代表队。

共带动 1 万余人来到丽水参赛、观赛和旅游，直接带动当地住宿、餐

饮、文旅消费近 3000 万元。

这一年，浙江省太极推手比赛、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浙江

省青少年儿童散打总决赛、浙江省形意心意拳比赛等，赛事承办权继

续向基层倾斜，向太极推手、武术散打等专业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



拓展，形成了更加完整的面对不同练习群体、突出重点拳种、富有浙

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覆盖广泛、层级清晰、便于参与的品牌赛事体

系。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和美乡村”为主

题，省武协 2024 年还着手打造了浙江省和美乡村太极拳联赛，构建乡

镇（村居）、县（市、区）、设区市、省级多层级的武术辅导站联赛

体系，逐步形成浙江省“三农”特色鲜明、传统底蕴深厚、层级清晰、

群众参与方便，社会影响力大，可持续性强的武术品牌赛事。这些赛

事，针对不同练习群体、不同拳种、不同层级，吸引习武群体的广泛

参与，更大程度地满足了群众武术健身的参与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2024 年绍兴、温州、嘉兴三个市武术协会在赛事参与、培训开展

等方面表现优秀，荣获 2024 年浙江省传统武术工作贡献奖。

（五）“服务提质”：武术段位制、武术公益，助力全民健身。

武术段位扩容提质。2024 年 4 月，总局武术中心发布了《中国武

术段位制（2024 修订版）》，我省一级段位制办公室积极响应、有序

推进。新管理办法，通过晋升和考段的双轨制，极大的激发了武术人

段位热情。2024 年，参加武术中段位报名人员（含全额退款考生）共

3394 人，通过考试者：2208 人；参加武术初段位考核通过人员 4490

人。其中杭州、温州、湖州市表现突出，荣获 2024 年段位工作开展先

进单位称号。

武术公益落到实处。按照省体育总会做好体育公益的要求，省协

会认真制定计划，确定太极项目，以太极拳健身辅导站为抓手，确定

10 班次，免费培训受益人群达 3000 余人，受到了我省武术爱好者的

广泛欢迎。倡导全省武术爱好者文武兼修，展示武者风采，浙江省武

术协会书画分会举办了“美好的生活，共同的未来--巴黎奥运会主题



书画小品展”，展示了我省武术爱好者文武兼修的人文素养和独特魅

力。

武术助力乡村振兴。省协会围绕浙江省体育局体育促进共同富裕，

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在浙江“两个大省”建设中积极作为的工作要求，

以太极拳健身工程为引领，组织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开展广泛

的调查研究，2024 年，首批登记备案的基层武术辅导站已经达到 1200

多个，成为融入社区和乡镇“10 分钟健身圈”，农村文化礼堂、乡镇

体育指导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六）主聚集题：体现武术底蕴。展示武术人爱党爱国情怀。

2024 年，全省各级各地武术协会、各武术组织、个人会员积极参

与，以 1952 年浙江省武术协会成为为起点，积极搜集、整理相关史实，

配合《大事记》工作组完成编辑、审核等工作。目前《大事记》的组

稿、梳理、筛选和编辑工作基本完成，拟于近期携一抹书香与全省武

术人见面。

（七）换届工作：提前启动，规范有序推进

为圆满完成第十届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4 年换届工作，根据《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参考《浙江省省级体育类社会团体换届工作指

引》、《全省性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

省武协在 2023 年的会员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换届工作领导小组，2024

年，换届工作小组有序筹备、推进了换届选举工作事项的开展。

省武协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推进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选举办法、名

额分配方案、收集推荐了新一届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理事、

理事等建议人选。与此同时，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了协会换届、

法人变更的财务工作审计等。修改、完善了协会《章程》、《浙江省



武术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和文件。按要求提名了协会分支

机构负责人等。并于 10 月上旬向省体总递交了换届工作报告及相关换

届材料，目前等待省体总和省民政厅按程序审核批复中，待批复公示

后，换届工作小组马上组织换届会议的召开。

二、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2024 年，在取得成绩和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全省各地武术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的武术组织长期“面壁”、

不动声色，全年很少开展武术活动。二是工作责任、管理能力、服务

意识不足。省武协个别分支机构在内部管理、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上

差距较大，工作责任、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与实际职能不匹配。三是

个别二级段位办、二级段位考试点存在工作不作为的现象。四是“武

术六进”工作推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 展望未来

（一）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振奋

精神，争先创优，在推进“两个强省”建设中继续高质量作为。

（二）加强协会党建工作，总结嘉兴市武术协会党建工作经验，

在全省各市武协推广。

（三） 继续打造培育品牌赛事，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和地方特色



的传统武术品牌赛事，助推当地文化、旅游发展。

（四）围绕促进共同富裕，深入开展武术健身活动，进一步加强武

术健身辅导站点建没。举办站点骨干公益培育，举办以站点为单位参

与的全省“和美乡村”武术大赛，在两个强省建设中发挥作用。

（五） 进一步强化人才队伍建没。提高“三支队伍”综合素质，

培养省级"名师"，为全省传统武术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六）积极备战全运全，出台激励政策，力争在 2025 年全运会太

极拳展演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

同志们，笃志前行，虽远必达。省武协将以“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新使命”为抓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奋

发进取、勇立潮头，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武术文化，使之更加符合现代

社会的需求和审美;更好发挥武术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提升国民健康

水平;更好地提升武术培训、武术竞赛和武术段位等工作，促进协会高

质量发展;更好地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体育文化软实力；为

建设体育强国、赛事强省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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