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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海体育已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全面进入复苏阶段。 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海体育正用一波又一波的创新举措，跑出“加速

度”，为申城市民带来更多体育新体验、新服务。 《东方体育日报》每周将推出上

海体育“新闻眼”栏目，通过解读、分析、评论、综述为读者“换一种方式”看上海

体育：我是你的眼，带你领略上海体育的精彩无限。

眼 市民健身
大调研·建标准

让市民“定稿”的人民公园健身区成为爆款

走心服务让市民登门送锦旗
智能化的健身设施、焕然一新的步道、整洁的环境……今年4月，经

过上海市体育局更新改造后重新开放的人民公园健身区成为了申城体

育爱好者追捧的“爆款”。 问需于民，以市民需求为“标尺”来定稿，市体

育局在大调研中的走心服务让人民公园的健身群众获得感十足。5月21

日，人民公园健身群众代表登门上海市体育局，送上了一面锦旗：发扬

体育风尚，服务人民群众。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一面锦旗，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和动
力。大调研工作更加坚定了市体育局要
改进工作思维，创新工作方式，把服务
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设更多人民满意的公共体育设施。
在全市体育部门及相关委办局的

共同努力下，申城市民身边的健身设
施正变得越来越多。黄浦江、苏州河两
岸贯通开放，各类配套体育设施纷纷
“嵌入”。在绿化部门的支持下，公园绿
地里的体育健身设施越来越完善。城
市的街头巷尾诞生了“共享运动场”，

实现了标准化、智能化的线上远程管
理。市民健身中心出现了覆盖全年龄
人群、兼顾了残障人士的“乐活空间”。
越来越多的废旧厂房“变身”为了市民
健身中心和公共运动场。
市民的健身需求就是上海体育工

作的追求。下一步，上海市体育局将紧
紧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健康
上海的目标，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将以基层社区为重点，继续建设
一批小型多样、便民利民的群众体育
设施，加快推进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建
设，积极打造15分钟体育生活圈。

自2019年大调研工作开展以来，
以满足市民体育健身需求为标尺，不
断地找差距、补短板、求提升。前期，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在体育
工作大调研中走访了人民公园里的健
身区。

这片健身区已有20多年的历史，
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区域，但一天也
有几十支健身团队先后来这里健身。
健身区里不仅有单杠、双杠等各类器
材，还有市民自制的石锁、石担等器
材。市体育局一行在公园健身区直奔
主题，徐彬局长与85岁市民健身爱好
者陈焕昌老人交流运动情况。陈老讲

述了自己30多年坚持健身的效果，并
介绍了公园健身区与周边健身团队的
20多年渊源。
当问及需求时，陈老与共同健身

的市民都表示，健身区内的器材老旧，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而且，单杠区域的
地上是一片沙坑，大家走进走出，不免
会把沙子带出来，不利于整个公园的
清洁。此外，公园里的健身步道也有一
些区域出现了凹凸和损坏。大家都希
望，市体育局能够帮助改善人民公园
里的健身环境。面对老百姓提出的诉
求，市体育局调研组一一记录在案，并
表示将努力为健身团队改善环境。

通过调研，了解需求，马上就办。
根据部署，由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牵
头制定方案，对人民公园健身区进行
设施更新改造，更好地满足市民健身
需求。同时，市体育局群体处积极整合
资源，鼓励健身器材厂商拿出诚意，将
自家的健身器材公益投入到人民公园
为人民服务。
市体育局群体处定期将健身区的

更新方案向公园健身团队展示，通过
实时沟通充分对接需求。别看小小一
片健身区域，却要服务几十支不同的
健身团队，大家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
施工方案一改再改。市体育局群体处
始终以市民的满意度作为方案定稿的

衡量标准，经过10次实地调查，7遍方
案修改，达成了所有健身团队都满意
的最终版方案。

通过及时施工，人民公园健身区在
今年2月完成了更新。区域内的单杠、双
杠全部换新，用草坪填补了沙坑，还新
配了杠铃等训练器材和益智健身器材，
同时保留了市民自制的石锁、石担。人
民公园管理机构大力支持健身区的更
新改造，积极推进“体绿结合”，同时还
将健身区旁的几棵灌木移开了部分空
间，增加了健身区域的面积。

看到焕然一新的健身区域，健身的
群众都被市体育局的服务精神和高效
所打动，他们向市体育局送上了锦旗。

2019上海ATP1000大师赛带来直接消费11.64亿元，相关产业带动效应39.23亿元；2019F1中国大奖赛

直接消费9.23亿元，相关产业带动效应30.13亿元；2019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直接消费3.28亿元，相关产业带

动效应11.45亿元……2019年上海举办的12项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体育赛事共带来30.9亿元的直接消费，相

关产业拉动效应超过102亿元。 不再囿于纯票房数据，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价值，第一次以如此直观、量化

的数字形式呈现于世人眼前。 6月1日，随着市政府规章《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的正式施行，随着上海市

体育局、上海体育学院对《2019年上海市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的联合发布，又一个领全国之先的“上海

标准”初露锋芒。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走进公园 问需于民

一线工作法倾听诉求

调查10次、修改7遍方案

以市民需求为“标尺”

以群众需求为工作追求

建人民满意的体育设施

12项大赛撬动102亿大生意

赛事评估“上海标准”启国内之先鞭

总说“体育大赛拉动城市经济”，
还说“体育大赛是让世界了解上海的
重要窗口”，凡此种种的影响力，到底
有没有一个可以科学量化的标准呢？
就在昨天下午，这个被念叨了多年的
老话题终于迎来破解之日。
在《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的第一日，以《2019年上海市体
育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的发布来鸣
响头炮，上海体育不仅再当“全国第
一”（创建体育赛事品质指标体系，在
全国率先以城市名义开展体育赛事影
响力评估），更为后续的赛事布局规
划、优质资源集聚、创新优化管理铺垫
了体系基础。
近年来，上海每年举办国际国内

体育赛事160余项。在上海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看来，
以国际通行的体育赛事评估体系和方
法为基础，围绕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的目标任务，从关注度、专业度
和贡献度三个维度，构建体育赛事影
响力评估框架体系，此举将至少在四

个方面体现其价值与意义。
第一，终于告别“毛估估”，可以用

比较科学的指标体系去精确地测量和
客观评价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价
值。“以往谈及体育赛事，可能更多是
局限于赛事本身。作为向世界展示上
海的窗口、展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舞台，到底它贡献如何呢？以前没
有定量的办法。”徐彬说道。
第二，这一评估体系会成为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或体育赛事主管部门确
定和调整赛事布局规划的重要依据。
“从目前上海每年举办的国际国内赛
事来看，数量已经不少了，后面的关键
是如何提升赛事品质，如何提升观众
和运动员的体验度和获得感。”

第三，更好地推动各类优质资源
向具有潜力和影响力的赛事集聚。上
海比国内很多城市更早地进入到了市
场化运行体育赛事的探索和实践中。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影响力比较大的
赛事，它更有利于集聚优质资源。徐彬
表示，这也是举办评估的重要目标。

第四，有利于创新和优化体育主
管部门对赛事的管理模式。评估报告
是确定和调整本市体育赛事规划布局
的重要依据，徐彬表示，今后上海将形
成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常态化机制，
逐步建立体育赛事品牌认证、影响力
评估、专项资金扶持的管理闭环，促进
上海竞赛表演业健康发展，打造国际
体育赛事之都。

体育赛事评估有了领全国之先的
“上海标准”，但它的出现非一蹴而就。

作为提供理论和专业技术支撑的
第三方，上海体育学院参与构建了体育
赛事影响力评估框架体系，并运用该体
系对2019年上海举办的163项国际国内
体育赛事影响力进行全面系统评估。而
他们的“准备工作”从18年前就开始了。

2002年，那是ATP网球大师杯登
陆申城的第一年，上海体育学院开始
了对体育赛事评估的相关研究。2005
年，该校率全国之先创办了体育赛事
运作专业的硕士点。2007年，体育赛

事研究中心在该校正式成立。近年来，
上海体育学院承接国家级和省部级的
体育赛事评估课题就达八项，出版了
近10部专业著作，建立了体育赛事的
专业数据库，并对全国500余项体育
赛事进行了评估，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年，上海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

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建立体育赛事
评估制度、定期发布体育赛事评估报
告，这些都是该《办法》明确提出的要
求。“应该说，《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
法》为加快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提
供了法治保障。”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
罗文桦介绍道。

18年前已埋伏笔

大赛之都育“上海标准”

干货数据创国内第一
赛事评估鸣响四重奏

人民公园维护更新后重新开放，吸引了不少健身群众 本报记者 丁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