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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以北翟路和中环线为坐标划分出四个“象限”，分别以“猎

豹”“斑马”“火烈鸟”三种不同的动物形象为主题，不仅包含

时尚篮球场、五人制足球场、体操房等运动空间，还设置了观景

平台、滨河游憩通道、观河平台、景观公园等休闲场所。

中环桥下的风景从“灰色”变成“彩色”，鲜活的色彩也

吸引了附近的健身爱好者。

“除了利用高架桥下空间，上海还充分利用在产业转型中

的废弃厂房，创新地将其改造为体育文化综合体。这是一种全

新的概念。嘉定的翔立方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当时建成后入选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曹可强说。

“翔立方”坐落于南翔智地产业园内，这片园区由原上海

机床电器厂、上海东风制药厂等多家老厂房改建而成。改建时

保留原有老厂房的外立面风格，增加空间感和设计感，总面积

近 3 万平方米，业态包含 22 项体育项目和 10 多项文艺项目。

“翔立方”以免费或公益价格向市民开放体育设施，还举办

各类体育赛事和免费培训课程。此外，“翔立方”还为南翔镇的

学生开设免费特色体育课程，开展公益课进校园活动。建成后，

“翔立方”年客流量近 150 万人次，辐射周边近 20 万名居民。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延安西路与娄山关路交叉口的高架

桥下的新虹桥中心花园，改造了约 2 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建

设了 4 个篮球场和 2 个足球场；闵行区的大中华正泰橡胶厂被

改造为“智慧 +”场馆综合体，变身都市健身空间新标杆；上

海日硝保温瓶胆厂旧址则被改造成了上海市首家以体育文化为

主题的产业园……《2023 年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评估报

告》显示：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 平方米（比上一年增加 0.09

平方米），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年度新增体育场地

面积 251.6 万平方米，各区共完成健身设施重点项目 1888 个。

对比过去几年的数据，便能知道上海体育在场地资源挖潜

方面有多积极，这份增长有多么不易。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动体育健身设施覆盖各类人群，注重

全龄友好，加强儿童青少年、职工、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公共

体育服务，努力建设“处处可健身”的城市环境，完善市民“家

门口”的 15 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

把赛事办到群众身边

7 月 29 日，2024 年上海市第四届市民运动会上海市民室内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上海市体育场馆协会会长，上海

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可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提到，在全民健身工作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其

中最大的短板和软肋，就是体育场地供给不足。上海持续推进

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增加市民身边的体育场地取得明显成效。

1997 年，上海第一家社区健身苑点落地普陀区长风公园，

虽然设施看起来还比较简陋、体育锻炼器材也不算多，仍然受

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社区健身苑点的出现，解决了上海城市

长年缺乏群众体育场地的难题，老百姓对健身苑点赞不绝口。

此后，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也在不断拓展，智慧化手段被引

入日常健身设施管理。目前在全市各个社区健身点位和设施上，

都附带有二维码，不仅可以承担报修功能，也可以进行日常巡

查检查的“打卡”工作。

发展全民健身，提供充足的体育运动场地是基础，这是上海

近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努力的方向。曹可强介绍，过去十年里，上

海较早提出了“金角银边”的开发。“上海市体育局想了很多办

法，我们也经常一起交流，如何从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即怎样

增加场地面积以及怎样把已经建成的场地设施能够开放。”

比如《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中就提到，在确保建筑安全

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利用高架桥下空间、闲置地、楼顶

空间等场地资源，暂不变更土地性质或者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

能，建设公共体育设施。

“金角银边”的开发中，中环北虹立交桥下的洛克公园是

一个极具典型性的案例。

改造前，北新泾作为上海的一个交通枢纽，有三条高架，灰

尘很大，没人愿意来。从 2021 年开始，长宁区启动了桥下空间

更新工程，涉及苏州河、新泾港、哈密路所围的约 3.5 万平方米

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