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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在体育领域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任务和本质要求。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本质是

人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的主体动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形态,主要包括: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塑造身心

相统一的个体新形态、构造14亿人口共建共享的社会新形态、打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文

化新形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新形态、创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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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

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

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

现代化。”[1]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一个重大

理论创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篇章,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致力于实现的远

景目标,在体育领域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涵、特征、任务与要求。加快推进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是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题中之义,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举。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

化”[2],阐明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
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整体性事业,必须以实现

人的现代化为 历 史 前 提、基 本 动 力 和 重 要 标

志[3]。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

上具有一致性,从根本上来讲,以纾解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体育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发展

之间的矛盾,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

标为方向为指引。系统梳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与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理解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形态,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引领体育强国建设征程上需要清醒认识和

把握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

1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价值旨归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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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原则之一。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使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清晰、目标理想更加庄重赤

诚。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以体育促进社会繁荣、人

民幸福生活,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指向,
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的根本遵循。

1.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把满足人民体育需求作

为内在动因

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在人民对美好体育需要日益增长的时代背景

下,迫切需要得以有效解决。数据显示,我国已

连续3年人均GDP超过12
 

000美元,迈入高收

入发展中国家阶段。体育集健身、休闲、旅游、
娱乐、社交等多元功能为一体,正不断走进人们

日常,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要,逐步成

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近年来,冰雪产业、体

育健身、数字体育等快速升温,人们多样化的体

育需求不断涌现[4]。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活

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

群众队伍的扩大。”[5]287 提高人民群众对体育活

动的参与度为体育现代化建设夯实了根基。中国

式体育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广泛参与和充分享有的

体育现代化,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育现代化[6]。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将满足人民体育需求作为体

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推进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提供了强大动能。

1.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把体育助力共同富裕作

为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走好中国式现代化

之路就是走好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致力于实

现的最终目标。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体育,培育基

层体育社会组织,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农村体育

公共服务体系,举办和推广 “村BA” “村超”
联赛等基层赛事活动,更好发挥体育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7]。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

推进体医融合、体卫融合,提升生活品质、提高

预期寿命,实现 “人人参与、人人健康、人人幸

福”。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

西、东北部体育协调发展,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的体育事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体育

协同发展向着更高水平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物质和精神需求,为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奠定

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1.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把 “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根本问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党的二十大对 “培养人”这个核心问题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是教育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必须

共同回答好的 “新时代三问”,全面彰显了教育

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体育作为促进人的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必要手段的定位和底色,充分

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在人才培养体系

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价值[8]。我们要培

养的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赓

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奋斗

的时代新人。育人必先育体,毛泽东同志曾指

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

体。”[9]青年毛泽东对体育的深刻认知穿越时空,
给体育人提供了时代力量。育人必须育德,通过

发挥体育在塑造品德、涵养德行方面的重要作

用,以体筑德、以体强德,为培养品行端、德行

正的人才奠定基石。育人还须育心,从体育现代

化发展历程中读懂共产党人的初心,从代代传承

的体育精神中读懂体育发展的初心,努力培养社

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筑梦者、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

的贡献者。

1.4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把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作为重要形式

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 “加强青少

年体育工作”,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对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点,不仅因为6~25岁青少年在我国总人口中

占比约22.9%,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是建设体

育强国的主体力量,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群体[10]。“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是

黄金期”[11],做好青少年体育工作是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的关键抓手,是事关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内容。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章章名由 “学校

体育”修订为 “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对筑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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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体育的法治之基具有重大意义。因绝大多数

青少年都在学校教育中度过青春年华,因此,加

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核心在于抓好学校体育工

作。学校体育是坚持 “五育融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练就学生高超

本领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快推进教育和体育高质

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体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体育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通

过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

校体育工作体制和面貌焕然一新,既为做好学校

体育工作提供了指引,也为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指明了方向。

2 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的主体动力

  体育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贴近人的发展之生

命基础的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体育原本是人开

发和解放身体的活动,是带给人愉悦和快乐的活

动,因而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活动[12]。
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坚持在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火

热实践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体育

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10]。必须高度重视每一

个 “人”在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中的主体作

用,使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13]成为体育发展的 根 本 方 向 和 崇 高

使命。

2.1 人民群众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的力量

之源

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

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

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

且进行战斗。”[5]295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

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

起在东方那样,以 自 己 的 辉 煌 的 光 焰 普 照 大

地。”[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86次提到 “人民”,党的

二十大报告177次提到 “人民”。历史和实践深

刻证明,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同人民一

道奋斗、一道实干、一道拼搏的结果。加快推进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

挥全体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创造性,通过全

社会关心体育、参与体育、融入体育,把人民群

众在体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角色展现出

来,把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建共享、共事

共乐”的体育发展格局搭建起来,依靠人民群众

打造更具特色的体育组织、更完善的体育设施、
更丰富的体育活动、更精彩的体育赛事、更多元

的体育文化、更强大的体育精神,增强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自豪感,汇聚起推进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2.2 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亟需全面发展的人

才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提出 “强化现代化建设

人才支撑”,凸显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体现了人才强国建设在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实现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胜败在人、兴衰在人、关键

在人,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德才兼备、业务精湛

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是 “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

之棋。在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

高度重视人才、精心培养人才、真诚吸引人才,
筑造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人才是建设体育强国的

战略根基,体育综合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

竞争,要求我们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一支规

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体育人才队伍。
人才是落实 “四个重要”的核心力量,要充分认

识体育以人为本、成才育才的价值功能,加强人

才工作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坚持体育人才工作

改革创新。人才是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显著体现,
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抓好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确保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建设后继有人。通过把牢社会主义建设

方向,引导各级各类人才把 “个人梦”与 “体育

梦”“强国梦”紧密相连,围绕体科融合、体卫

融合、体教融合等领域发掘、培养、吸引更多的

青年人才为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

量,体育发展才能基业长青[15]。

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创

造新形态

  人的全面发展集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
时代性、多元性为一体,不存在抽象的、独立

的、静止的、单一的人的全面发展,并与人的本

身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就是要在彰显 “五个鲜明”的中国特色过程

中,通过体育的方式创造个体、社会、文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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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文明新形态,在新征程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3.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塑造人的身心相统一的

个体新形态

人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片面发展相对立

的。有学者指出,所谓全面发展,是实现人平

等、完整、和谐、自由地发展[16]。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私有制下的分工是

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正是分工使人 “变成片面

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并受到限制”,而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

才真正成为分工。”[5]534-535 人通过劳动在改造世

界之时发展自身、改变自身,劳动过程、社会生

产过程同人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一旦在人的发

展过程中出现身心分离,身体和思想在某种程度

上被割裂开来,这就是人的片面发展的开始。体

育在促进人的身心统一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任何不重视体育、片面理解体育的功能或者将人

的身心发展分离开来的体育教育,都将不可避免

地走上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歧途。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旨在促进 人 的 身 心 健

康、全面发展,通过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

育活动,打造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实施新时代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工程,
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捷性与普

及性。开好群众身边的 “运动处方”,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体育社

会组织,解决群众身边 “健身难”问题,提升

全民健身智能化、科技化、信息化水平,不断

强健人民体魄,提升人民身体素质。通过大力

弘扬女排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华

体育精神,宣传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
促进身心一统,实现以体强身、以体育心,彰

显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3.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构造14亿人口共建共享

的社会新形态

放眼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
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人[17]。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

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从客观上决定了体育发

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使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实践形式打上深深的 “中国烙印”,携带着中国

体育的 “过去”,孕育着中国体育的 “未来”。这

种特质和效果,是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独有难

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解决方案可供借鉴[18]。
在此前提下,依托体育发展的特征,打造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新形态,是回应民生关切的重要议

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制度,把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丰富多样的体育治

理实践,在建设覆盖14亿人口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中,实现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让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好地面向民

生、服务民生、造福民生[19]。
大有大的难处,大更有大的优势。通过实现

多维度的动力转化,深入探索全民健身、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等不同

领域为不同地区、年龄、民族、性别、职业的人

群赋予健康生活与幸福生活的方式和途径,激发

巨大人口规模的红利,刺激形成体育发展中巨大

的需求和市场,创造巨大的机遇和潜力,为推进

体育现代化建设注入动力、释放活力。推动体育

发展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举国体

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深度结合,通过促进体

育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多措并举打造

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更好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通过体育助力乡

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开辟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

3.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打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文化新形态

从本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民至上

的人本文明,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的资本

文明的显著区别[20]。人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

神诉求,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不可缺少

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事业之所以取

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在于体

育发展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

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丰富的物质条件为

锻造伟大的体育精神创造条件,丰厚的精神财富

为促进物质富足充盈提供力量。体育本身兼具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特征,物质层面来

讲,体育以身体活动为依托,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71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7卷

活需要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强健人民体魄、丰富

人民生活,让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体育

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从精神层面来看,体育具有

调节情绪、增进沟通、愉悦身心等功能,满足人

们休闲、放松、社交等需求,弘扬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类

文明进步提供丰富的精神给养,在促进体育文化

的传承创新中,回答好体育发展的中国之问、时

代之问,促进物 质 的 全 面 丰 富 和 精 神 的 充 实

发展。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

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1]要把体育文化建设

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梳理好体育文化发展中古

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内

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促进体育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的引领作用,加快运动项

目文化和体育文化创造及平台建设,加强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和整理,积极创作具有新时

代特征、展现新时代气象的体育文化产品,让体

育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介

质,促进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基因,重塑体育文化新

形态,弘扬体育文化新品格,推动新体育文化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3.4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环境新形态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党的二十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重要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六项原则”,将生态文明作为 “国之大者”,把

建设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

标,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绿色是体育的底色、特色和亮色,也是体育发展

中必须始终坚持和遵循的本色。通过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找准体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

合点,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谋划体育发展,体

育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推动生态优先、集约节约、
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探索出促进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发展新路,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始终坚持体育发展与生态

保护同向同行、共生共荣,牢牢守住生态文明底

线,奋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育发展新场

景。坚持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优势,打好 “生态体育牌”,开展丰富多样的

体育活动,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中,实现体育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

彰,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加可亲可感的体育力

量。例如,在体育场馆建设中,充分运用新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通过 “小、巧、省”的改

造办法,实现场馆低碳、节能、环保的目标。成

都大运会比赛场馆融入了绿色建筑、低碳节能、
智慧运营等创新技术,49个赛事场馆中,36个

场馆为既有建筑改造升级,均达到绿色建筑星级

标准[22]。在全民健身发展中,充分依托丰富的

自然资源,普及和拓展露营、桨板、徒步、骑

行、滑雪等人们喜爱的体育活动,让徒步登山、
越野骑行等边赏美景边健身的休闲运动成为现代

生活的生动写照。

3.5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创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重要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体育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厚植体育发展

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血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

育事业充盈着浓郁中国味、深厚中华情、浩然民

族魂,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体

育是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在促

进世界团结,为国际社会汇聚正能量,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旨在提升体育对外交流层次和水平,扩

大体育朋友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体育对外交

往新格局,助推 “民相亲、心相通”,在加快体

育 “走出去”“请进来”中,不断讲好中国体育

故事、发出中国体育声音、传递中国体育力量,
树立可亲可敬的大国形象。

通过加强元首体育外交,展示大国形象,
推动人 文 交 流,扩 大 民 间 体 育 交 往,积 极 申

办、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

州亚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新时代中国体

育发展始终与世界体育互通互融,以体育之魅

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

理,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双赢、多赢、共赢的

体育力量。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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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完善 “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体育对

外工作机制,深化与国际大体联、国际足联等

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大力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走出去”工程,构建全方位、立体

化的体育对外交往格局,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

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同各国各地区建立良好

的体育合作关系,把体育对外交往工作打造成

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亮点,让体育造福

人类、体育改变世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伟大实践中的精彩篇章。

4 结束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价值旨归与目标导向。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

业改革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决定的。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

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阐释了新时代体育

的新内涵,饱含着对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深情依托和殷切期待,明确了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回望百年来党领导

探索体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因为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把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

工作重心。新时代新征程上,牢牢把握党对中

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体育发展思想,坚持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开放,
坚持依靠团结奋斗开创体育发展新格局,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一定会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繁

荣兴盛中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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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rough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r
 

party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expande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sports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mportant
 

tasks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s.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s
 

moderni-
zation.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creates
 

a
 

new
 

form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
ings,

 

mainly
 

including: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shapes
 

a
 

new
 

form
 

of
 

individual
 

unity
 

of
 

body
 

and
 

mind,
 

constructs
 

a
 

new
 

social
 

form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1.4
 

billion
 

people,
 

creates
 

a
 

new
 

cultural
 

form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reates
 

a
 

new
 

environmental
 

form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reate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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