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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所即将迎来夏季开放期

拒绝“下饺子”联动“随申码”
7月1日至8月31日，这是每年沪上游泳场所的夏季开放期，也是一年中泳客接待量最大的时间段。受疫情影响，全市经营开放游泳场所于2月5日中午12

时全部摁下了暂停键，3月下旬陆续进入复工复产阶段。面对即将来到的夏季开放期，游泳场所是否已做好准备？泳客们在前往时又该有怎样的入场须知呢？

在6月12日举行的2020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动员大会上，官方给出了回答。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泳池之内“下饺子”，这是每年夏
季都会例行登场的一条新闻，不过今
年暑期，在防疫举措的作用下，游泳场
所内的拥挤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更有效控制。
加强疫情防控是今年安全开放的

重点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游泳场所
人均游泳面积由原来的2.5平方米/人
升至5平方米/人。与此同时，关于“这
个夏季该如何游泳”的疑问也有了更
明确的规范。对沪上游泳场所来说，虽
然目前疫情已趋缓，但落实防控物资、
加强通风消毒、区分进出区域、泳客进
出管理等工作仍需抓牢抓实。

室内游泳场所首选自然通风，或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场所，应当

确保新风直接取自室外，禁止从机房、
楼道和天棚吊顶内取风，同时关闭空
调通风系统的加湿功能。游泳场所的
入口处和出口处须得合理区分，并以
醒目标识告知。泳客入场购票或接受
检测时，场所工作人员要有效引导泳
客相互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若小
于1米距离接触时需科学佩戴口罩，包
括前台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等在内
的场所从业人员应该佩戴口罩。
泳客游泳时，会使用到如毛巾等

个人物品。疫情发生前，有些游泳场所
出于方便顾客的考虑，会提供毛巾等
物品。市社体（竞赛）管理中心高危项
目部负责人谢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是更建议泳客在
去游泳时自带个人用品。

把牢入场安全关，是为防疫
尽责，也是对市民负责，但在守住
这根安全线的同时，能否用技术
手段化繁就简、让市民入场更便
捷呢？近期，上海体育就在这方面
花下功夫，联手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在沪上部分游泳场所里，做起
了“二码合一”的试点运行。
“二码合一”，指的是利用大

数据平台共享，让“随申码”与“上
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
的二维码互认互通。此功能充分
整合“泳客健康承诺”，即各场所
扫码泳客的“随申码”，能同时获
取泳客的健康承诺、自愿购买保
险和健康码数据，泳客操作更便
捷，游泳场所审查更方便，防疫措
施也更精准。

两个月，802家对外经营开
放的游泳场所，约40万场累计开
放场次，累计接待泳客890万人
次⋯⋯这是上海体育在去年夏季
游泳场所开放期结束后公布的官
方数据。想要服务好如此庞大数
量的市民，既要安全为上、谨慎以
待，也要从心出发，将便捷周到落
到细节处。此番“二码合一”试点，
便是上海体育积极举措中的一
项。
另据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

的情况，除游泳场所外，在充分保
护市民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未来
“随申码”在其他体育场所的应用
或许也有更广阔的前景。同时，在
体育配送服务与体育消费券的派
发方面，今后也会与“随申码”有
更多联动。

疫情打乱了很多常规节奏，但本
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的准备工作仍在
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并且与往年相比，
沪上游泳场所从业人员的审核把关变
得更加严格。
今年，“上海游泳健身”微信公众

号首次建立了游泳场所从业人员在线
培训和学习体系，在完成线上培训课
程后，他们方可获取电子准考证以便
进行线下考核。
这次线上培训的主办单位是上海

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开放时间为5月
20日至7月20日，受培训人员涉及三
类，分别是游泳场所负责人、水质管理
员和救生组长。
据悉，此次培训除日常游泳行业

从业相关培训内容外，还新增疫情时
期游泳健身发展方向，并重点做“上海
游泳健身”微信小程序平台操作指导。
另外受疫情影响，本次救生组长培训
期间，上海市游泳救生协会同步进行
中级救生员年审工作。

二码合一
今夏推广

人均游泳面积翻倍
个人用品自备最佳

线上培训线下考核
从业人员把关更严

本报记者 李一平

CBA将于6月20日重燃战火，随着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稳，体育赛事也
正在逐步回归正轨。6月10日，上海市
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组委会在东体大厦
举行业务培训。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组委
会秘书长赵光圣介绍，四年一届的“上
海市民身边的奥运会”———上海市第
三届市民运动会也将在近日重新恢复
办赛。据了解，市民运动会首批线上赛
事将于6月15日正式发布，而线下赛事
则会在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下逐步、有
序放开。

疫情过后，市民对自身健康的关
注度大幅提升，通过体育运动增强体
质的意愿大幅增强。据统计，本届市民

运动会共有471家公司与社会组织参与
竞标，最终有五家单位中标联赛项目，
22家单位中标品牌特色赛事活动，160
家单位中标竞赛项目市级系列赛。
与往届赛事不同的是，受到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民运动会组
委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率先推出了大量的线上赛事可供市民
选择，随着各类条件的逐渐成熟，再逐
步恢复线下赛事活动。线上赛事活动
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仍然属于线上
竞赛活动，第二类叫做展示类活动，第

三类则为创新创意视频挑战类活动。
“过去的市民运动会主要是线下

赛事活动为主，但今年我们又创新推出
了大量的线上赛事，通过两种模式一起
推动，我们相信今年的参与规模不会比
往届有所减少，甚至可能会动员更多的
市民参与我们的活动。“赵光圣表示，未
来，线上线下两步走的办赛模式也许会
成为一种常态，体育局也将重点发展全
民健身的互联网创新模式。
比起第二届市民运动会的65个大

项、67个小项，62家单位中标承办赛

事，今年的市民运动会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种类的繁复上，都比起往届有了
很大的提升。据了解，在率先推出线上
赛事后，上海市体育局也有意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有序地放开线下
赛事。“目前，我们正在制定赛事活动
的疫情防控的一个指引文件，不久后
就会下发到各个办赛单位。”但于此同
时，赵光圣也强调，办赛单位要落实主
体责任，确保安全有序。严格落实“一
赛事一方案”“一赛事一报备”的要求，
制定切合实际的赛事防疫方案和应急

预案。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体育赛事

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危”的
背后同样存在着机遇。通过这次疫情，
不少“互联网+”的新兴技术被运用到
了体育中来，云端赛事的出现拉近了
广大市民与运动健身的距离。上海市
体育局“危中寻机”，开展线上线下“双
模式”办赛，在吸引了更多市民参与的
同时，也降低了市民参与体育赛事的
门槛，让市民“足不出户”就可参与到
“阿拉身边的奥运会”。

首批线上赛事6月15日发布

线上线下结合 办好“阿拉身边的奥运会”

沪上部分游泳场所里做起了“二码合一”的试点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