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2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郭知欧

A 16A15

场地不足？

利用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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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坐落于松江区泗泾镇九干路50号
的原江南造船厂泗泾分厂破旧厂房，
正在被改建成“上海手拉手汽车港”，
未来将成为上海的汽车体育产业高
地。据悉，手拉手汽车港预计于今年6
月正式开园。

手拉手汽车港是由上海手牵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创立，总占地面
积157亩，建筑总量75000平方米，以汽
车为主题，影视、体育产业为一体。上
海手拉手汽车港董事长薛从发曾在水
产商贸领域从业30余年。这位水产商
贸领域的佼佼者、市场上的先行者，凭
借他独到又有见解的眼光，玩起了行
业跨界。“我们将打造汽车商业、汽车
文化、汽车运动、汽车金融四大板块相
结合的综合性汽车产业集聚区，努力
打造上海市及周边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齐全的现代化汽车文化产业园；立
足上海辐射全国影响世界。”

未来的手拉手汽车港

市政协委员热议健身去哪儿？

让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双赢！
随着上海市民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市民去哪里锻炼”

成为新的民生焦点。“如何让学校体育场馆更有效开放？”“怎
么确保安全？ ”在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进一步开放学校体育场馆”成为市政协
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不仅能为群众
就近参与健身提供良好环境，还可以有效提升公共体育场馆
设施使用率，委员们认为用好新政策，通过新机制和新模式
就可以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本报记者组

2019年10月，上海市教委、市体育
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文明
办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本市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鼓励学校场地对
外开放。明确了全市公办中小学校，除
特殊教育、寄宿制等不宜开放的学校
外，均应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体
育场馆设施。
普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学校

体育场地向社区开放工作，明确公办
学校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应开尽开。
普陀区内现有中小学校72所，其中公
办66所、民办六所，目前除三所特殊学
校、一所女足专业训练校、一所学校操
场大修外，61所公办学校体育场地实
现日间开放，60所学校实现夜间开放，
开放率达98%以上。开放时间大多安
排在6:00-8:00以及18:30-20:30。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体教两部门

合作是根本。普陀区建立了由分管副
区长任组长，体育局、教育局局长任副
组长，财政、公安、社区办、街镇分管领
导任组员的“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联席

会议”，共同商定开放方案，牵头负责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日常指导、督查、
考核和评估，协调解决场地开放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第三方管理单位、学
校、属地街镇各司其职，分别落实场地
开放的现场管理、场地维护、居民引导
等责任，属地管理的交流渠道畅通，遇
到问题，能做到信息互通、及时处置、
互相补台。

从2008年启动学校体育场地开
放，到2016年推出第三方管理服务模
式，再到2018年7月升级2.0版本，普陀
区引入了信息化管理手段，开发专门
软件，通过实名办卡和刷卡出入，实现
健身数据动态采集、动态管理。据市政
协委员、致公党普陀区委主委、普陀区
体育局局长顾薇玲介绍，2016-2017年
普陀区推行场地开放1.0版模式期间，
年平均接待健身居民90余万人次。
2018年7月至今，年平均接待327万人
次，增长了227%。截至2019年9月底，
社区居民办理24.4万张免费健身卡，
占区常住人口的19%，其中2万余人每
周活动一次以上。

学校的体育设施让市民使用，如
何杜绝安全隐患这个核心问题？对此，
陆小聪认为除了购买保险外，还应当
加一道“前置的保险”———在开放时段
引入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市民进行科学
健身指导，形成校园体育场馆开放的
“双保险”。

作为上海大学的教授，陆小聪经
常会在清晨看到不少市民来到校园里
健身，通过观察，陆小聪发现虽然上海
市民的健身意识和积极性越来越高，
但他们的健身技能掌握还存在偏差，
身体素养也存在弱点。“购买保险虽然
能够分解安全问题，但我们更需要做
的是预防运动风险的产生，在校园体
育场馆开放的过程中配备社会体育指

导员可以有效减少运动伤害的产生。”
陆小聪认为，室内健身多为团队运动
彼此还能照应，在校园室外跑道上健
身的市民更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来指
导，提升安全系数。
在上海市体育局主导下，目前上

海市社区体育协会已与上海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协会有机整合，将在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管理、培训、服务能级提升
方面有进一步的举措。陆小聪建议把
校园体育场馆也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
工作的一块“阵地”，真正“用活”指导
员功能，帮助市民了解运动的基本知
识，开展科学健身指导，促进校园体育
场馆更安全地开放。

随着健身需求不断丰富，市民不
仅满足于在学校操场跑道上健身，还
希望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馆也能开放。
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小聪认为，要做好
学校室内体育场馆有序开放，也要求
市民健身的组织程度和文明素养进一
步提升。
日本是最早提出让公立中小学体

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国家，日本九成
以上中小学都实现了室内体育场馆向
社会开放。陆小聪认为，成功的方法在
于接纳市民的“团队性”健身，“日本市
民从事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很高，
他们很少个人去健身，更多是以社团、
集体的组织方式来参与健身，这就更

便于学校来进行管理。”日本在社区内
有成熟的社区体育指导委员会，他们
会了解市民健身的需求，并主动与公
立中小学进行预约。“这样就可以实现
室内场馆的有效预定，形成登记制度
可以提升学校场馆开放的使用率。”

对此，陆小聪建议要进一步发挥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这一体育社会组
织的枢纽型作用，引导各社区的社区
体育健身俱乐部等基层组织逐渐承担
起帮助市民参与、预约学校体育室内
场馆的职能，协助学校和教育、体育部
门更好地开展好学校室内体育场馆的
开放工作。同时，也引导好市民文明健
身，在完成健身之后就把器材有序归
位并做好场馆清理工作。

用技术“衔接”
“普陀模式”开放率达98%

让市民“组团”
提升开放效率和使用度

加一道“保险”
配体育指导员引导健身

江南造船厂7万平方米
废厂房“变身”汽车港

学校体育场馆要合理利用起来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学生健身需要更多人指导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