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上海始终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积极推进“健康上海”建
设。2019年，上海市民三大健康指标继
续保持国内领先，处于世界发达国家
和地区领先水平，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66岁（男性81.27岁，女性86.14岁）。
而另一项同期数据则是，截至2019年
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
该比例较2018年末的34.4%提高了0.8
个百分点。
早在1979年，上海就成为了中国

内地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城市。如今，
随着城市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如何让
老年人群生活得更有质量，如何让他

们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锻炼、追求“主动
健康”，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需要去共
同面对的课题。
近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主办、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和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承办的新时代
健康上海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推选活动
正式公布结果：“举办第九届全球健康
促进大会”“上海连续12年为2400多万
市民送上‘健康大礼包’”“黄浦江两岸
45公里公共空间贯通”等60个案例获
选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示范案例，“建
设苏州河健身步道（长宁段）”“创造更
有温度的无障碍交通环境”等80个案
例获选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优秀案

例，同时上海市体育局成为优秀组织
奖的获奖单位之一。
可供老年人户外溜达的空间变宽

敞了，选择余地也变多了；“体医融合”
的脚步继续向前，且有了更好的互动
效果；社区成为了守护他们健康的前
哨站，并在渐渐地使自身功能更多元、
更完备；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正
参与到健康养老的事业中来⋯⋯这些
都是“人均期望寿命83.66岁”背后的
故事。

衰老与衰退并不仅仅体现在身体
上，思维认知能力对生活质量同样有着
决定性作用。2017年，当分布于申城各
社区的健身苑点迎来一大波升级改造

时，这点共识已是小荷露出尖尖角。而
如今，更多“体医融合”的科研者们正在
积极投入到兼顾身体锻炼与思维训练
的“双任务”锻炼法的探索实践中。
“所谓双任务，就是既能锻炼到你

身体的短板，也能活跃思维、锻炼大
脑。目前它还在研究阶段，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它能得到被应用与推广的机
会。”上海社区体育协会副会长、上海
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欣介绍道。
另外，针对我国已有超过1.8亿老

年人患有慢性病的现状，更多以往可
能不那么引人关注的锻炼方式也被提
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力量训
练。肌肉占到人体体重的约40%，肌肉

的最大作用就是稳定关节、保护关节，
也就是人每做一个动作都是靠肌肉来
支撑的，肌肉力量下降了，会使关节失
去支撑体，造成关节疾病，使人容易疲
劳无力。老年人容易摔倒的原因就是
肌肉力量下降，使关节无法撑起身体
的重量。
刘欣介绍说，根据针对老年人群

的普遍性研究，“60岁后人的髋关节力
量会衰退，65岁后轮到踝关节，再往上
才是膝关节。”所以，根据不同年龄阶
段的特性，老年人在开展锻炼时，更建
议先吃透知识要点，了解衰退的发展
过程，再有效地采取行动以达到“健康
老龄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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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运动员转型职场
的“核心竞争力”

用好互联网“最大增量”升级体育实事项目

上海打造智能化公共运动场

“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向。”网络事业的发展以
人民为中心，“互联网+”大有可为，加
的是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提升的却是
群众幸福感。让申城的公共运动场
“智慧起来”，让市民享有便捷、高效、
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新建改建市民
多功能运动场成为了上海市政府的
实事项目。
今年1月8日，上海市体育局和腾

讯签署了一份重量级的“战略合作协
议”：在国家全面加速建设体育基础设
施、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的战略指
导下，双方将在“第三届市民运动会”

“共享公共运动场馆”和“全面推进场
馆智能化改造”三方面进行合作。腾讯
微信将协助上海市体育局提升群众健
身设施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微信推动大众健身的“触角”，第

一次涉足政府主导的公共体育场馆，
并从线上延伸至线下。腾讯这一互联
网航空母舰之所以迈开这从未有过的
一步，正是因为看到了上海体育管理
部门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服务意识，
也看到了上海市民无比旺盛的健身需
求。双方合作的重点是在上海全面铺
开九回共享公共运动场，对共享体育
运动场馆的顶层设计、推广应用、赛事

管理、健身指导、咨询互动等多个领域
进行移动信息化改造。“共享公共运动
场”管理服务模式，市民可通过微信小
程序直接进行运动场位置查询、场内
锻炼人数查看、出入身份验证、扫码进
出场、网上支付、个人运动记录、赛事
活动报名等操作。

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桂劲松
表示：“我们通过建一个后台，让每个
体育健身设施都有一个互联网‘户
口’，通过‘互联网+体育’实现高质量
的公共运动场管理和服务，并进一步
衍生出高质量的公共健康管理服务，
最终让广大沪上老百姓受益。”

6月1日，位于宛平路肇嘉浜路口的徐家汇公园篮球场插上了“互联

网+体育”的翅膀，成为申城又一个完成“智能球场”建造的上海市政府

实事项目。为市民享有便捷、高效、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支撑，

上海市体育局积极运用互联网这一“最大增量”，携手国内互联网巨头
腾讯，形成了具有上海特点的公共运动场“互联网+体育”解决方案。

专题专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
进则退，慢进亦退。”远程办公、网络
教学、云直播⋯⋯疫情催生的新经济
业态，充分彰显了互联网产业魅力，网
络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窗口。随着
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千家万户，申城
公共运动场人气越来越高，需求也不
断提升，互联网迎来了“用武之地”。

徐家汇公园篮球场自2004年建
成对外开放以来，迅速成为人气爆棚
的网红公共运动场，每年接待的运动
爱好者约40万人次。需求量大，时段
不统一，场馆空间有限，徐家汇公园篮
球场这几年也遇到“幸福的烦恼”。在
上海市体育局指导下，徐汇区体育局

依托腾讯微信小程序平台，借助九回
共享运动场的管理系统，将徐家汇公
园篮球场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徐家汇
公园篮球场共有三片标准全场，全年
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
7:00-11:00、13:00-21:00，共12小时。通过
互联网管理，徐家汇公园篮球场的开
放时间翻了倍，形成了最大的服务增
量，更好地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的市民健身需求。此外，智能化球场可
以提供清晰准确的运动数据支持，包
含运动服务人次、用户运动时长、分时
段入场人次比例、活跃用户年龄分布
等。众多举措将使参与运动的市民朋
友的体验感和满意度得到更大提升。

顺应数字经济“变量”
壮大智能运动场“增量”

抓牢“互联网+”“变量”
带动体育公共服务“增量”

当上海市民的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3.66岁， 当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在上海户籍中的占比增至35.2%，当银发话

题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作为在《“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体育，也在以“主动健康”

的特色，去为此事业添砖加瓦。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上海人均期望寿命83.66岁的背后

体育迎来更大挑战与施展空间

扫
码
进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