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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汇区康健街道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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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体育

    室外较大幅度的降温，挡不住

申城市民的健身热情，也给市体育
局牵头的“新建改建 100条市民健

身步道、新建改建 80片市民多功能
运动场、新建改建 500个市民益智

健身苑点”三项市政府体育实事工
程项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截

至目前，全市今年已新建改建市民

健身步道 112条、市民多功能运动
场 96 片、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585

个，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此外，
市体育局还会同市卫健委新建智慧

健康驿站 134个。

健身立体化
对于虹口区凉城新村的居民而

言，家门口的健身场所曾让他们敬

而远之。器材陈旧，花样老套，难免
有些腻。不过这一切在今年发生了

改变。

“我们在‘十三五’期间，结合区

域内的现状，对健身苑点的面积、设
施等等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也通过

意见征询会等方式，切实了解居民
们对于健身的具体需求。”在多方的

共同努力下，一块占地 320平方米，
适合各年龄层需求、插上智能翅膀

的健身苑点，在一个多月前应运而

生。手掌轻轻接触骑行台的前把手，

健身者的心率数据便会出现在显示
屏上，锻炼者面前，还有能实时更新

消耗能量和完成距离的示意图……
正如虹口区体育局群体科陈处旸所

说，“凉城新村健身点让市民的运动
变得更加立体化，也充分激发了社

区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的健身

热情。”

充当“体检师”

同样完成升级的，还有徐汇区

康健街道体育公园。在占地 1.3?

平方米的康健社区体育公园内，设
有足球、篮球、羽毛球、健身步道、

智慧健康驿站等多种设施，其中最
受欢迎的，是位于步道旁的智能监

测柱。“只要按一下下方的绿色按
钮，完成人脸识别，它就能通过对

面部温度和心率的检测，给出当前

的健康状况和锻炼建议。”康健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任褚苇介绍，在

监测柱的旁边，设有智能划船器、
平板压力器等设备，居民们可以根

据获得的建议，选择锻炼方法和
强度。

此外，苑点内还设有测试反应

能力、受伤复健情况的智能仪器，只
要用手机扫二维码便可使用，结束

锻炼后还可以通过小程序获得专属
的健身报告。“这些设备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体检的功能，操作也很方便，

因此很受欢迎。”

园中园亮眼
在静安区，有一块赏景健身两

不误的体育园中园———大宁公园市

民健身长廊。
这片占地 4536平方米的健身

长廊，周边环境优美。“大宁公园的
健身点 2011年就建成了，但环境一

直不算好，器材也渐渐年久失修。”

静安区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张祺介
绍，随着市民健身需求的增加，“体

绿结合”的概念越发受到关注，“我
们和公园运营方共同出资对原有健

身苑点进行改造，有了如今这个特
别的体育园中园。”

张祺笑着说道：“周末还有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运动，很多人

锻炼完了，就去大宁公园游玩。这
也是我们实行‘体绿结合’概念的

初衷。”
在市体育局和各相关方面的不

断努力下，未来的申城还会有更多
“体绿结合”的健身点，让市民在锻

炼的同时，感受城市发展。
本报记者 陆玮鑫

老百姓家门口锻炼多了去处

社区健身苑点翻出新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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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当代 《重庆晨报》

发起了对重庆当代中性化名称的
征集。获得点赞投票前三的名字分

别是：“重庆一九九七”“重庆红岩”

“重庆巴将军”。 首先， 重庆是在

1997年正式成为直辖市。其次，那
一年，身处武汉的前卫寰岛队改换

驻地，进入巴渝，不仅结束了重庆

本土没有职业足球队的历史，更意
味着一支全新球队的诞生。

■ 河北华夏幸福 俱乐部向广大球迷
征集中性名称已完成， 我们共收到近 2000

条投稿。 陪伴了大家六年的“河北华夏幸福”

即将成为历史，期待俱乐部翻开新的篇章。

■ 天津泰达外援 希望天津泰达可以
保留这一球队称呼，球迷已经习惯并爱上了

“天津泰达”，这一名称已经是球队文化的一

部分了，我的心与天津泰达、与天津球迷在
一起。

■ 北京国安 国安方面暂时不会改变
观点，仍旧会将上述情况通过书面和口头方

式与中国足协进行沟通， 俱乐部还是
希望保留“北京国安”。 至于该

方案能否得到通
过，将等待足协方面

的反馈。

    中国足协周一公布的新政中，对职业

俱乐部名称做了详细规定，必须去“企业
化”，多家俱乐部面临隐姓换名，并引发热

议。至于上海球迷关心的申花俱乐部，因
为符合条件，“申花”两字可继续沿用。

恒大苏宁恐改名
申花是中国职业足球最早成立的俱

乐部之一，也是中国足坛最负盛名的足

球品牌之一。若因此消失，可以说是足坛
一大损失，也是许多球迷无法接受的，俱

乐部的名称新规因此引发更多关注。
中国足协在下发各俱乐部的《职业

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

知》中明确，俱乐部注册官方名称为行政
区域+俱乐部名称+足球俱乐部+企业组

织形式，俱乐部名称不能超过 4个汉字；
名称中不得含有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名称，不得使用非汉字；名称中不得含有
俱乐部任何股东、关联方或控制人字号、

商号或品牌名称；也不得用名称相似或
近似汉字词组。按此规定，多家俱乐部难

符合要求。恒大、苏宁、富力，甚至历史悠

久的泰达、建业，都可能面临改名。

对此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现在不

能说哪些俱乐部符合或不符合中性化名
称的条件，所有俱乐部按照我们颁布的俱

乐部名称非企业化要求，自行对照相应标
准，如果符合条件当然可以继续继承，不

符合条件就必须要改。”

足协同时要求俱乐部名称展现精神
面貌新风尚，积极体现地域文化、历史风

俗、人文精神或俱乐部管理。另外，如果俱
乐部股东具有非营利性法人教育机构或

其下属同名企业，经足协批准后可使用股
东名称或简称作为俱乐部名称。陈戌源提

到，像“天山雪豹”就很好，有新疆文化，

“起名不要总是 FC，我相信我们足球是有
文化的。”

申花名字没毛病
与恒大、苏宁等球队不同，申花的名

字经得起“推敲”。虽然有一家名叫“申花”

的企业，但该企业与申花俱乐部的投资方
绿地集团没有任何关联，与参加联赛的这

支申花队也没有任何关联。
足协新政公布后，申花俱乐部方面确

认，“申花”的名称不用更改：“投资方绿地

集团下属没有用申花命名的企业，所以
‘申花’是合格的。请大家保持情绪稳定。”

按照足协要求，俱乐部中性名称从明
年起就要执行。各俱乐部须在不晚于

2020年 12月 31日将经工商部门初步核

准的拟用名称报足协竞赛部审核。足协不
晚于 2021年 1月 15日给出书面反馈意

见。2021赛季注册的最晚时间是 2021年
2月 28日，对于名称不符合要求的俱乐

部，足协将不予办理注册手续。申花现在
要做的，就是按时间节点完成调整。“因为

绿地不能用了。”俱乐部方面解释，以后征

战中超，就是恢复到“上海申花”的队名。
得知名称不用换，申花球迷都非常欣

慰。一些心急的球迷开始讨论，队徽若要求
中性的话如何设计。有的说：“灰底可以变
回白底。”有的认为：“绸带不用去掉，上

面的文字或者改成上海？”因为申花队徽

曾入选西班牙《马卡报》发起的“足坛最

美的 50个队徽”评选，球迷

希望队徽能更充分地展示
申花队的悠久历史和足球

文化。 首席记者 金雷

足协新政公布
多家俱乐部
面临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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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花 2019年捧起足协杯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