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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市体育培训
消费总规模达12.48亿元，
居民人均体育培训支出为
130.77 元，占人均体育消
费总规模的4.35%。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我市有31.50%的居民参与
了体育培训和教育，在参
与的培训项目中，游泳项
目参与的居民最多，占比
30.40%；其次是篮球和羽
毛球，分别占比 22.20%、
21.40%。在未参与过体育
培训的居民中，有36.40%
的居民有意愿参与体育培
训，其中游泳项目依然是
居民的首选，占比36.30%；
其 次 是 羽 毛 球 占 比
29.20%。在授课形式上，
居民更倾向于10人以下的
班课教学。

在体育培训方面，青
少年人群是主力军。即将
到来的暑假，也是体育培
训的高峰时段，众多体育
场馆和培训机构都推出了
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比如
鄞州区游泳中心计划开设
儿童班、妈妈班、成人班、
亲子班等游泳培训，培训
费用则根据课程不同差异
较大：一对一，2150元/10
节课；一对二，1750元/10
节课；一对三，1450元/10
节课。

又如，首南体育公园
的东论运动中心篮球馆，
暑假期间计划7月和8月
各推出一期篮球集训营，
每期25天，主要面向4岁
至16岁的青少年。培训的
标准价格是1800元/期，三
人以上组团报名则价格优
惠得多。

统计数据显示，从青
少年参与的体育培训项目
来看，游泳运动是青少年
参与体育培训的首选项
目，占比41.16%，其次是篮
球和羽毛球运动，分别占
比28.99%和19.71%；参与

跆拳道与空手道、拳击与
乒乓球、足球项目的培训
也 比 较 多 ，分 别 占 比
13.62% 、 13.62% 和
13.04%；选择舞蹈类项目、
自行车类项目与少儿体适
能的培训差异较小；选择
最少的体育培训项目是高
尔夫和马术的培训，分别
占比1.16%和0.58%。

不过在小众项目中，
我市近年来连续培养出了
明星人物。高尔夫项目
上，我市年轻选手谢千童
已经成为职业运动员，目
前他是深圳大学的学生。
他的父亲谢静良对儿子的
高尔夫生涯有着清晰的规
划：“小谢选择职业方向始
于2013年，我做了一个规
划。当时仅把高尔夫作为
他可能发展的方向，然后
按部就班地让他在打球与
学习上都能循序渐进。当
一个个小目标都顺利完成
后，职业方向也就变得明
朗了。”

马术项目上，我市培
养出了优秀选手汤凯伦，
目前他是中国马术青少年
国家队队员。2002年 10
月出生的汤凯伦，从上小
学开始，父亲就带他尝试
接触不同的运动，乒乓球、
游泳、高尔夫、马术等项目
都尝试过。汤凯伦对马术
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天
赋，小学四年级开始进行
马术运动训练。

到了小学五年级时，
父母决定将汤凯伦送到马
术运动非常普及的英国上
学，并选择了伦敦东南萨
里郡的克雷格公学（Cran-
leigh School）作他为留学
英国的学校。这所学校有
自己的马场、马术队和专
业马术教练。经过不断的
积累和学习，汤凯伦如今
已经成为国内这个项目同
龄人中的领跑者。

为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近年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发放体育消
费券，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活
动。据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市
有57.10%的居民使用过体育消费
券 ，使 用 1- 2 次 的 居 民 占 比
43.2%。在游泳健身中心使用体育
消费券的频率最高，占比49.50%，
其次是羽毛球馆、篮球馆和乒乓球。

调查报告也分析了不同年龄、
性别和收入人群体育消费的分层差
异，总体来看，2021年宁波居民体
育消费以男性、中年和高收入居民
群体为主。

2021年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
市15-59岁的居民中男性居民人均
体育消费为2318.68元，对应消费占
比54.34%，男性居民体育消费意愿
高于女性。

从年龄段看，我市15-59岁居
民人均体育消费最高，为2144.06
元，人均体育消费总规模占比
71.33%。从居民收入看，年收入20
万元以上的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最
高，为2345.05元，人均体育消费总
规模占比78.01%。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郑俊之

残障人士因其自身原因，与外界交
流较少，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较
少，导致他们容易被犯罪分子盯上。有
些人不择手段，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这
群弱势群体。

今天，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就为残
障朋友来揭秘这些骗局。

案例1：办理残疾证
何某想为身患残疾的儿子谋一份福

利。何某无意中得知，刘某有“路子”能
办理残疾人证，便主动找到刘某。刘某
听后，谎称有办理能力并提出收取好处
费。随后，刘某以办理残疾证的名义，多
次向何某索取费用用于日常花销。

案例2：免费领补贴
刘阿姨腿脚不方便，一天接到自称

是残联工作人员的来电，说要给残障人
员发补贴。刘阿姨信以为真，向其提供
银行卡、身份证等信息，并为了验证身份
真实性，按此人要求向所谓“安全账户”
转移汇入个人资金。最后补贴没收到，
钱也打了水漂。

案例3：投资高回报
沈女士在好朋友的推荐下，参加了

一场自称业内人士的“残障人士专享金
融创富”课程。课上诈骗分子介绍了一
款理财产品，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沈女
士投入了几十万元。几个月后，该金融

公司的老总被人以诈骗罪起诉。而沈女
士的钱要拿回来，也遥遥无期。

建设银行提醒广大残障朋友，骗局
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
益。针对以上案例，大家要牢记：

残疾人证发放工作坚持自愿申领、
透明公开的原则，从申请，评定到公示各
个环节都有明确要求，不要轻信办证所
谓的“代理人”。

残联发送补贴都需要本人或家属前
去申请，并不会在网上操作，不要轻易将
个人隐私和财产信息向不相关的组织和
人士透露。

高息回报有风险，不要被高利率所迷

惑，一定要谨慎小心，擦亮自己的眼睛。
宁波银保监局特别提醒，残障朋友

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宣传栏等
刊登的相关资讯，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
伎俩的识别能力。如发现受骗，及时报
警处理。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建甬宣 杜嘉明 郑波

残障朋友请注意 多留心眼防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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