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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察

无论上跑道下泳池，还是篮球场健身房，上海的体育场馆及健
身设施越来越丰富和方便，让更多市民把健身锻炼变成了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生活逐渐恢复原有秩序，健身步道、益智
健身苑点和多功能运动场人头攒动，日见活跃。本报记者近日走访
本市几处有代表性的市民健身场所，看看新一年度全民健身工作推
进之际，上海市民又享受到哪些公益服务，得到哪些新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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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闭幕的全国 “两

会”上，体育成为热点话题
之一。 多名委员建言献策，

推动体育锻炼成为人民生
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作

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多年
来着力推进全民健身工作，

市政府实事项目市民评议

中，新建改建的市民健身设
施评分多次名列前茅，收

到积极回馈。

上海各区尤其是中心

城区寸土寸金， 可供用地
少，要辟出一块公共健身区

域很不容易。 截至 2018年
底，全市人均可利用的体育

场地面积为 2.23 平方米，

如何弥补 “健身去哪儿”的

短板，继续扩大增量，需要

运用机制创新来化解难题。

公园里的益智健身苑点、球

场等体育设施，由市体育局
和市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共同协作，拿

出一定园内面积作为体育用地， 两家
单位共建共管。

上海的市民健身场所总量不足，

且分布不均，要打造覆盖全人群的“15

分钟体育生活圈”， 需要整
合更多资源扩大增量、完善

布局。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
圣介绍，市体育局还将通过

体农结合、体商结合，进一
步建设体育设施。体农结合

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加强
农村体育设施的建设力度；

体商结合将从遍布城市的

商业综合体中开辟空间，建
设“城市运动中心”，为市民

开辟更多更好的健身场所。

2018年 4月， 上海市

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体育
设施管理办法》， 明确确保

公共体育设施规划的空间落实，扶持经

营性体育设施，创新管理服务方式。 不
管建设主体是谁， 都要落实属地化责

任，最后由政府兜底。如居民小区里的健
身设施，开发商走了，就要由物业管理，

如果维修资金不足， 那么就要由小区
所属的街镇来兜底。 像殷行街道的社

区健身中心由企业运营， 政府提供免

除场地租金等优惠，同时也牵头解
决改建中遇到的消防设计等难点。

合作模式上，公建民营也
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像由民

企运营的洛克篮球公园，

就在不影响附近居民休

息的前提下，开出智能共享的

24小时篮球场， 满足市民
不同时段打球的需要。

市体育局还通过市
社区体育协会及其遍布

170 多个街镇的社区体
育俱乐部，开展“你点我

送” 科学健身指导服

务，聘请专家、学者深
入社区开设科学健身

讲座和健身技能培
训， 现场指导市民

科学健身。 金雷

■ 小区锻炼

▲ 踢毽健身

茛 下棋动脑

茛 托举石锁

■ 步道绵延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因地制宜
苏州河畔的健身步道

在苏州河畔的梦清园，一条蓝色的
健身步道沿着花径穿过园区，像是给公

园镶上一条细细的腰带。步道上慢跑的
居民不少，虽然天气挺热，沿着树荫下

的步道跑步，凉快不少。
根据市民需求，普陀区体育局率先

提出区级健身步道标准，因势、因地制

宜，建设市民身边的步道。如此一来，城
市有了更多余地铺设健身步道，供市民

锻炼。
健身步道的材质也在不断改进。

年初，全长 750米的梦清园步道铺设
完毕，材料使用能快速渗水的沥青，和

过去的材料相比，现在的步道更符合
环保标准。走出梦清园，沿着苏州河南

侧，脚下也已铺设了同样标准的步道。
顺着步道，附近居民一路就可以健着

身回家。
在一路之隔的世纪之门小区，改建

后的健身苑点扩大了不少。居民印阿姨
记得，连通喷水池的水渠被填平，这样

在水池后面形成一块大面积的平地，可
供打拳、练操和跳舞。绿化带调整后，健

身点的入口拓宽了许多，印阿姨说，“大
人出入、孩子骑车不再感到局促。”

精准扩需
专设石锁石担练习区

家住南京东路街道的许中强今年
62岁，每天上午来人民公园锻炼两个

小时。在公园南侧改建的益智健身苑
点，香樟树下的空地上，他和几位老伙

计练着石锁石担。几十斤的石锁在身前
上下翻飞，轻盈得就像一只毽子。

已经有很多年，这批居民自发聚集

在公园一角，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健身，
他们当中不少是上海石担石锁联谊会

的会员。改建人民公园益智健身苑点
时，市体育局和黄浦区体育局把这批居

民特殊的健身需求也考虑进去，许中强
说：“这里该有哪些设施，需要哪些服

务，改建时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意见。”
除了辟出石锁练习区域，健身苑点

还特地新配了卧推的杠铃。如今，这个
角落就是许中强和老伙计的健身乐园，

他们说：“感谢政府为老百姓做实事。”

科学指导
体质监测和上肢牵引器

“两会”上有委员倡导科学

健身，普及健身知

识。上海市民在这方面已经尝到甜头。

去年，由市卫健委与市体育局合作共
建，沪上首批 85 家智慧健康驿站开

放。来驿站的市民可以接受免费的体
质监测服务。从体测的结果看，上海市

民的身体力量略显不足，肌肉力量下
降，身体的机能也会随之下降。为此，

新建、改建的益智健身苑点，在器材上

做了大幅升级。
位于北京西路西藏中路的大观园

绿地益智健身苑点，上午 10点多，不少
居民仍在树荫下练着上肢牵引器、扭腰

器和腹背肌训练器。这些器材是 2018

年翻新的。仔细看，每个器材上有主要

功能和锻炼方法的介绍，配以简单易懂
的图示。器材都印有二维码，扫描即可

看到适用于该项器材的科学锻炼方法。
如果健身器材受损、老化，居民可以使

用手机直接扫码上传至系统，对口的管
理机构就会上门维修。徐林妹和夏斯芳

就住在绿地后面的小区里，每天买完
菜，她们先来这里锻炼，拉拉牵引器，下

下轨道棋，“除了体力，我们脑力也要锻
炼。”忙完家务，夏斯芳晚上再来跳广场

舞，“这里环境好，空气也好。”她说，晚
上来跳舞健身的也有百十号人。

运动共享
从孤独跑者到羽球搭档

别以为健身点就是供附近的老年
人使用，社区公益健身设施服务的人群

范围更广。像人民公园的智能健身苑
点，上午，附近的老年居民来得多；中

午，周围写字楼工作的白领也会来健
身；到了晚上，不少外国友人也喜欢来

这里动一动，出身汗。

从哈尔滨来沪定居不久的郭女士，
周末有空就去小区附近的绿地跑步。在

步道的中途，会经过一片多功能运动
场。“看到那里玩什么的都有，踢毽子，

舞太极剑，羽毛球⋯⋯”跑得多了，郭女
士和几位打羽毛球的男士搭上了话，对

方邀请她一起打球。现在，郭女士的健
身日程扩充为打球+跑步，“有时候，健

身也是一种社交，”她笑称，“交到了新
朋友，我更没理由偷懒了。”

这片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运动场
入口，并没有标明具体是哪种运动场。

这样做管理方也是有意为之，“不界定
功能，发挥市民自主协商的能力，让体

育健身回归社区属性，提升场地使用

效率。” 首席记者 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