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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巡访员深入基层“穿针引线”

上海打造体育基层治理新场景
在“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上海这座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国际化大都市，正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探索

公共体育事务基层治理的新模式，通过在全国首创“上海社会体育巡访员”实践，打造了新时代体育基层治理的新场景。
在上海市体育局指导下，上海市社体（竞赛）中心在杨浦、黄浦、徐汇、长宁、嘉定、松江、宝山等多个区域实践试点，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更好解决了市民体育需求“最后一公里”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思
想，也为推动全民健身，提升城市软实力注入了新动能。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杨浦区作为试点区之一，在市体
育局、市社体（竞赛）中心的指导下，创
新实现了公共体育事务基层治理的标
准化操作，在杨浦滨江、大桥街道、江
浦路街道、四平路街道、长白新村街道
组建社会体育巡访员队伍，起到了基
层减负增能与指导员作用发挥的双赢
效果。通过各个片区社会体育巡访员
队伍的建立，杨浦区的巡访员整体年
龄结构得到显著优化，队伍平均年龄
大幅下降，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

在居民区层面，四平路街道通过
排摸辖区内学校、医院、派出所、城管、
企业等的年轻指导员，根据其自身工
作性质、个人健身指导方向，安排到赛
事信息收集、高危巡查、场馆巡访、赛
事组织等相关岗位，最大程度实现巡
访员服务全覆盖，将指导员队伍由“散
漫式”变“聚合型”。长白新村街道吸
纳年轻居委干部、健身中心教练员、赛
事工作工作者、健身团队骨干、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组建了一支综合型的
社会体育巡访员队伍，为居民区提供
了更细致的体育服务。

在园区企业方面，杨浦区体育活
动中心同大桥街道、平凉路街道、江浦
路街道、滨江公司及滨江沿岸企业、善
馨应急救援志愿服务中心多次沟通，
通过与杨浦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合作，
共同吸纳了全民健身爱好者约百人，
在杨浦滨江地区组建了一支全新的社
会体育巡访员队伍。通过邀请上海体
育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专家
进行培训，这支队伍已具备了应急救
援、运动防护、体育知识宣讲等技能，
将成为服务杨浦滨江企业白领的一支
骨干力量。

长宁区虹桥路街道遴选了25名
社会体育指导员转型成为社会体育巡
访员，开展社区体育巡访工作。这一
举措不仅增强了社区体育工作的服务
力量，还显著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的
能级和效率。

在建设社区健身苑点的过程中，
巡访员们会提前收集小区居民的建议
和需求，并提交给街道。街道再根据
这些需求告知施工队，让施工队以市
民的需求为导向进行设计方案。经过
多次沟通和修改，最终由社区居民“设
计”和“定稿”的社区健身苑点得到了
大家的广泛认可。

市民太极拳传承人陈亮是虹桥路
街道社会体育巡访员队伍中的一员，
作为上海市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他
日常都会在古北市民中心开展太极
拳、健身气功指导教学。得知虹桥路
街道有社会体育巡访员这支队伍后，
他主动要求加入这支队伍。加入队伍
后，他不仅承担起了管理街道市民健
身团队的任务，还积极参与到街道开
展的慢性病运动干预指导活动中来。
他表示：“自从参加社会体育巡访员这
支队伍以来，我对公共体育事务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和参与，我深刻感受到
社会体育巡访员工作就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体现。”

据统计，今年3月至今，虹桥路街
道的25名社会体育巡访员上岗率达
到了100%，累计提供了800余人次的
服务，惠及了 4000 余人次的社区居
民。居民满意率也达到了90%以上，
充分证明了这一试点项目的成功和有
效性。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被选为社会
体育巡访员试点街道之后，已将巡访
员工作常规化，在七个授牌站点、16个
居委、41处健身苑点，承担起赛事、设
施、居委、楼宇、学校五方面的体育巡
访工作。经过摸索实践，已经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流水线”，通过各方的信
息收集，统一由体育俱乐部分类并提
交各相关部门实施分级受理，畅通体
育基层治理通道。气排球团队是瑞金
二路街道“一街一品”的优秀团队，但
因辖区气排球专用场地很少，只能在
外区借场地训练。今年，巡访员在了
解情况后通过社区体育俱乐部，与街
道、区体育局各方沟通协商，实现了团
队一周可以使用两次少体校的场馆进
行训练，不必再来回奔跑。街道在寻
访员建议下，还开设了南昌路44号B
一层的共享空间，进一步解决了市民
体育活动场地难问题。

为有效推进校园体育设施资源的
开放与利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组
建了一支由50名社会体育巡访员构
成的队伍，对辖区内上外-黄浦外国语

小学和大同初级中学两所学校的体育
场地进行了全面巡访。通过与学校管
理部门的深入沟通，巡访员们成功明
确了各校体育场地的开放时间及相关
责任人。大同初级中学在周末9:30-
17:30，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在周末8:
30-16:30向社区居民开放，确保了居
民在开放时间内能够充分利用体育锻
炼资源。针对不同类型的体育场地，
巡访员们还制定了详细的开放使用规
则。居民如需使用场地，可通过居委
巡访员申请办理，统一提交登记后领
取《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出入证》。自试
点工作开展以来，三个月累计巡访次
数达550人次，服务居民达900人次，
服务范围覆盖社区内所有体育场地和
活动。巡访员的工作不仅提高了社区
体育场地的管理效率，也增强了居民
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徐汇区长桥街道成立了一支由专

业健身器材维修师傅组成的社区健身
苑点巡访员队伍，对健身器材的正确
使用方法和维修提出问题，对问题给
出解决方案，提高了团队巡检工作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徐汇区凌云街道建
立了巡访员队伍的工作机制、工作模
式、服务流程和工作标准。街道定期
召开基层治理共同体成员联席会议，
社会体育巡访员参与会议，商讨公共
体育事务治理中所遇到的共性问题，
并达成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建议，形
成了齐心协力对社区体育共同治理的
局面。

嘉定区马陆镇文体中心组织了一
支由各级体育干部、市民巡防员、专业
维修团队共同组成的高水平巡查维护
队伍，全面、及时、有效地对全镇区域
内公共体育设施进行监管，并制定公
共体育设施日常巡查机制、定期打卡
机制和实时反馈机制。他们还持续加

强对全镇120余家经营性体育场馆的
监督管理，督促相关商家逐步完成单
用途预付费卡、体育类校外培训资质
的办理，规范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
运营，及时梳理各类问题清单，以保障
辖区内各体育产业平稳、有序经营。

松江区岳阳街道择优挑选10名
辖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成为社会体育巡
访员，并将辖区28个居民区进行划
片，巡访员按片开展健身苑点、健身步
道等体育健身场地的巡访工作。为了
提升巡访员的能力，松江区积极动员
各居民区文体条线干部，采用“以老带
新”模式与社会体育巡访员共同参与
巡访。通过仔细排查健身场地、校外
培训机构安全等问题，并及时上报，形
成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市民张先生对社会体育巡访员的
工作表示高度认可：“以前我们的体育
需求都要找到街道负责的同志才能解

决，现在只要和巡访员反映就可以了，
他们会及时把我们的需求告诉街道和
区体育部门。”

“一个人的奋斗能够成就一个梦
想，一群人的奋斗可以成就一份事
业 ，一代人的奋斗可以创造一部历
史。”社会体育巡访员来自于人民，服
务于人民，通过“条块分明、赋权准确、
信息流畅、反馈及时”的基层治理闭
环，进一步推动了全民健身工作的深
入开展，强化了体育成果普惠共享，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展望未来，上
海市社体（竞赛）中心将进一步深化共
建共治共享的核心理念，让公共体育
事务基层治理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通过不断完善基层治理
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运动中遇见更好
的自己，共同成就健康上海、活力上海
的美好愿景。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社区体育怎么做
居民才是决定人

探索体育社区自治模式

打通全民健身
“最后一公里”

发现、找准、解决难题 社区有了体育“勤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