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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进入5月，上海已经正式“入夏”，
感受到“夏日炎炎”的市民体育爱好
者，纷纷选择游泳作为健身方式，夏季
游泳开放的高峰即将到来。近日，随着
线下培训的逐步放开，2020年上海市
游泳场所开放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班如
约而至！据悉，本次培训将采取网上在
线培训、线下扫码的考核方式进行。

本着依法管理、属地管理、法人管
理的原则，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上海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联合各区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浦东游泳馆、
虹口游泳学校、闵行区体育馆（游泳
馆）共同举办了本次培训班。本次培训
班主要面向游泳场所的“三类人员”：
场所负责人、水质管理员、救生组长，
进行普法学习和专项岗位培训。目的
在于提高业务管理、技能和素质能力
水平，更好地为广大泳客参与游泳健
身锻炼提供安全、卫生保障。
根据《公共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规

范》、《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
泳）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
市社体（竞赛）中心要求每个经营开放

游泳场所的负责人必须有一人参加，
每个经营开放游泳场所的水质管理员
必须选派一人及以上参加，每个经营
开放游泳场所的救生组长必须选派一
人及以上参加。相关要求已下发到各
区体育部门，以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各
区积极配合执行。
据市社体（竞赛）中心游泳管理负

责人谢芳介绍，为配合疫情防控，本次
培训班采取线上培训的新模式，通过
培训小程序，学员可以随时进行学习。
比如学员下班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就可
以进入程序进行在线学习，如果今天

学了53%，那么剩下的47%可以明天
再继续学。为了确保效果，程序会自动
认定学员的在线学习时间，学员必须
100%完成学习课程后才能获得电子
准考证。“学员获得电子准考证后来到
考场也是扫码入场，与‘随申码’绑定，
并测量体温，确保安全。不同学员的试
卷题目都不同，进一步防止了作弊。”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市社体（竞赛）中
心还将本次培训与上海市游泳救生协
会的救生组组长年审打通，让学员跑
一次，就能完成两个任务。

2020市游泳场所开放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启动

为夏季游泳场馆开放保驾护航

城市、体育、公园，16年前，当上海首个建成开放的体育
主题公园———闵行体育公园与市民见面时，那是一次陌生中
带着诸多好奇的相识。 16年后，上海版图上的体育公园多了
起来，它们既是功能性的，可满足市民的运动需求，同时也浸
染着生活气息，是亲近自然的去处，是亲子互娱的舞台，还可
以是以体育为纽带的团建社交场合……多元的功能定位与
不断提升的受期待度，上海的体育公园在“做加法”的路上不
断升级。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城市西面，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对
外试行开放后，青浦区赵巷体育公园
的运营正逐步上轨。浦东徐浦大桥下，
前滩体育公园内最早一批开放的场地
迎来“满月”，公园中多片足球场已面
向社会开放预约，公共区域免费向市
民开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沪上各类体

育公园的数量已近10座。其中，市级体
育公园有两处，一处是位于嘉定
区——已完成一期工程并开放的上海
市民体育公园，另一处则是位于市区
徐家汇板块———目前正处改建进行时
的徐家汇体育公园。还有些体育公园，
它们虽没有“市级”头衔，但论起特色
与亮点来，不仅是沪上独一家，有些在
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比如，坐落在新江湾城里的SMP
极限运动滑板公园，它不仅是全国第
一个以极限运动为主题的公园，而且
也是世界最大的极限滑板主题公园。
这座公园面积大、功能齐全，园内有碗
槽、U形台和街区三个板块，另外又分
出了初学场地、中级场地、竞技场地等
不同难度的区域。再加上定期举办国
际国内极限运动赛事的“加成”，SMP
公园已经成为国内极限滑板界的一个
著名地标。
又比如位于桃浦地区的普陀体育

公园，它是上海市唯一拥有专业皮划

艇赛道的大型体育公园。而开放于
2008年的黄兴体育公园，它不仅是杨
浦区的一颗明珠，拥有笼式足球场、篮
球场、门球场、网球场、棒垒球场等20
多片场地，还伴有健身跑道，同时它对
上海笼式足球的发展还起到了一定引
领作用。
去年9月，上海市民体育公园一期

（足球公园）建设落成，为寸土寸金的
申城增加了更多户外运动的选择。这
处市级体育公园总占地2.8平方公里，
坐落在嘉定区安亭镇，位于上海国际
体育中心南侧区域。其中，建设落成的
一期工程———足球公园占地面积42万
平方米，设有11人制足球场18片（含天
然草皮足球场4片）、5人制足球场32
片、篮球场25片、停车位800余个，以及
服务中心、生态跑道、休闲广场等设
施。园区绿化率高达35%，是一个融绿
地生态环境于一体的极佳体育运动休
闲地。

从2004年到2020年，上海版图上
的体育公园多了起来，它们既是功能
性的，可满足市民的运动需求，同时也
浸染着生活气息，是亲近自然的去处，
是亲子互娱的舞台，还可以是以体育
为纽带的团建社交场合⋯⋯多元的功
能定位与不断提升的受期待度，上海
的体育公园在“做加法”的路上不断升
级。

从2004到2020
体育公园“浸入”生活

什么是市民心中比较理想的体
育公园呢？
“环境要好，停车要方便”，“最好

既有户外场地，也有室内场馆，这样
刮风下雨天都不会扫兴”，“大众项目
和小众项目希望都能有，像垂钓、自
行车那些就比较适合当做亲子活
动”，“希望公共区域多一点，开阔一
点，就算散步也舒心”⋯⋯从不同角
度出发，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偏好。
不过，从随机采访中也不难看出，大
家对体育公园除了有专业性方面的
要求外，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与服务
便民相关的期待。

尤其，在经历了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一段特殊时期后，市民们对相
对开阔的户外场地有了更明显的偏
好，而体育公园就成了不少人的优

选。
“体育公园是指有较完备的体育

运动及健身设施，供各类比赛、训练
及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及运动之用
的专类公园，所以在规划设计时应向
融合多种活动的生态绿地的方向发
展，强调活动多样、内容丰富，满足各
年龄层使用者的要求，尤其是考虑学
龄前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使用。”上
海社区体育协会副会长、上海体育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欣表示，无论是特
地到体育公园里去进行专项运动的
人，还是仅仅去散步体验的人，一旦
进入到了那个环境中，只要公园各方
面配套得宜，就可能吸引住他们，把
他们从“单次顾客”发展为常客，也让
积极运动的理念慢慢渗透进更多市
民的心里。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其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完善体育设施，建设一批方便市民的
公众健身活动中心，如户外多功能场
地及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一定程度
上，这对体育公园的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也为体育公园的进一步发展创
造了良好环境。
无论是一期工程与市民见面未满

一年的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还是建成
已有年头的闵行体育公园、杨浦黄兴
体育公园等，要说如今最被“阿拉”期
待的，还得数正处改建进行时的徐家
汇体育公园。多功能、复合性、体现时
代科技⋯⋯这些都是它已经提前示人
的亮点。如果顺利的话，徐家汇体育
公园会在2021年底与世人见面。

要讲专业性 也要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