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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8月31日，这是每年沪上游泳场所的夏季开放
期，也是一年中泳客接待量最大的时间段。如今时节已至，在
疫情尚未完全退去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安全度夏———这成了
上海体育的一幕重头戏。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人均游泳面积由原来的2.5平方米/
人升至5平方米/人，泳池之内“下饺子”
的情况将有缓解；量体温，用“随申码”
或“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
二维码扫码入场，保持社交距离，以上
做法将继续推行；游泳场所的进出口动
线被区分开来，加强通风消毒也成日常
必备⋯⋯加强疫情防控是今年申城夏
季游泳安全开放的重点工作。

据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介绍，
截至7月5日，全市游泳场所的开放数
量为691家，因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期
间，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5%。
针对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新形

势，市体育局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
式，主动与市大数据中心对接，打通了
“泳客健康承诺”和“随申码”系统，整
合为“二码合一”。在全市已试行推广
的82家游泳场所中，双系统均可实时
监控相关游泳场所的人流和随申码为
绿码入池验证等情况，实现了跨部门
联合监管的“互联网+监管”模式，体现
体育部门从“单打独斗”逐步向“一网
统管”的“智慧监管”方向迈进。
此外，市体育局正积极探索智慧

体育信息化监管方式，鼓励多家体育

科技企业研发针对疫情防控和“二码
合一”的人脸识别入场信息系统、泳客
安全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已在源
深体育馆、上海科技大学、宝山体育中
心、桃浦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泳池试
点启用。

全市游泳场所疫情防控和复产复
工后的安全开放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
泳客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为保障
疫情期间经营场所从业人员持证上
岗，市体育局创新推出线上视频学习、
线下考核的培训模式，对游泳场所的
负责人、救生组长、水质管理员等
3700多名岗位工作人员实施培训，
市、区两级游泳协会、游泳救生协会相
继开展了游泳教员、救生员的培训年
审工作，基本实现游泳场所从业人员
全覆盖。

下阶段，市游泳场所开放管理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将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充分发挥市、区两级游泳场所夏季
开放联席会议机制的组织协调作用，
提升联合执法“1+1>2”的效力，因时因
势优化调整防控策略，更加精细准确
做好疫情防控和联合检查各项工作，
保障市民游泳健身权益。

进出口动线分离
扫码入场面积翻番

既要做好安全开放与疫情防控的
工作，也要对服务细节继续打磨、继续
提升，这是沪上游泳场所都在努力做
的一件事。

夏季是游泳培训班的开班旺季，
而儿童正是接受培训人群中的主力。
往年此时，孩子们在泳池内跟着教练
学习，家长们在看得到泳池的地方就
近观察的场景，想必大家都司空见惯。
一方面，这是由于孩子上培训班需要
家长接送，另一方面，家长们因为怕孩
子在学游泳时发生意外，留在现场全
程陪同会更加心安。不过，如今仍处疫
情防控时段，沪上游泳场所对客流量
进行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们还

能不能如常陪同呢？通过现场采访，记
者了解到了一些新情况。
“家长们还是可以把孩子送进场

并在一旁陪同的，但我们今年的新规
定是‘一陪一’，就是一名儿童学员只
可以由一名家长陪同。像多位家长一
起陪过来的情况就不可以了。这么做
也是出于对场馆内人员密度进行控制
的考虑。”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运营方
负责人缪俊介绍，为此他们还特别开
辟了部分场边区域，供接送的家长等
候休息。
为了更好地服务泳客，东方体育

中心游泳馆还特别进行了功能性分
布，将年卡会员与散客分流到两个服

务台，另外还开放了两个楼层的更衣
室，保障泳客有更安全的游泳体验。
“由于人员管控，室内游泳馆每场次人
数限制500人，室外游泳池每场次人数
限制250人，所以建议泳客出行前，可
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
客流查询。”缪俊介绍道。
另外，从泳客的实际需求出发，东

方体育中心游泳馆还对单场的时长进
行了调整。在每小时均价不变的情况
下，场馆方将室内游泳馆和嬉水乐园
的单场时长从3小时改为2小时，这么
一来更符合大部分泳客的体能情况，
让消费能显性价比。

优化收费家长专区 服务细节也在跟上

今年申城夏季游泳安全开放重点工作

加强安全防控 确保平安度夏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有序排队，扫码、刷脸入场，7月9
日下午，徐汇游泳馆内的不少泳客正
利用闲暇时间，到碧波池中清凉一下。
随着近日申城气温的持续走高，不少
市民开始选择游泳消暑，各游泳场馆
的客流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何在
迎接泳客高峰的同时严防安全事故的
发生？近日上海市体育局相关工作人
员调研走访了多家游泳场馆，并根据
实际情况给出相关整改意见，监督场
馆以安全为底线平稳渡过暑期开放高
峰。
作为徐汇区内不多的大型公共泳

池，徐汇游泳馆承担了周边居民庞大
的游泳健身需求，本身对场馆的安全
防范措施有着较大的考验。在场馆内
可以看到虽然刚刚进入暑期，且是工
作日的下午，但馆内前来游泳的市民
仍然不少。今年暑期出于防控疫情的
需要，游泳场所人均游泳面积由原来

的2.5平方米/人上升到5平方米/人，并
按照人均面积严格控制同一时段的入
场人数。但由于市民参与游泳健身的
硬需求仍然高涨，游泳场馆所承担的
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不小。
据徐汇游泳馆的运营方每步科技

的首席技术官蒋伟介绍，目前徐汇游
泳馆为了进一步加强泳客的安全管
理，已经采用了一套智能安全管理系
统。这套系统可以用场馆内安置的全
景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视频
内的泳客进行识别，并且对其行为进
行监控，以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除了传统的救生员安全防控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在人防+技防的双
防基础上，徐汇游泳馆还积极引进了
“物防”技术，通过佩戴在泳客泳帽上
的智能终端，对泳客入水时间进行监
控。通过现场的演示，只要设备长时间
浸没于水中，系统就会向场馆的安全
负责人发出预警。通过“三防”手段，徐
汇游泳馆坚持“以人为本，设备为辅

“的理念，全力保障夏季开放高峰的安
全运营。
救生员也是血肉之躯，难免会出

现失误的时刻，通过技术手段在救生
员的基础上把好安全的“最后一道
关”，徐汇游泳池管理团队的理念得到
了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的认
同。“除了这些技术手段外，我们现在
也在考虑一些政策上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上海市游泳场馆内的救生员普
遍以一小时为一班进行轮换，但通过
徐汇游泳馆对救生员的注意力评定发
现，不少救生员在刚轮班时的状态保
持良好，但临到换班时，专注度出现较
大程度的下降。
针对这个情况，赵光圣认为可以

通过科学化的考量，来重新审定救生
员的排班时间。“例如我们到中国台湾
地区考察时，就发现救生员的轮岗时
间是三十分钟一班，是否这样的时间
更加合理，还需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
研究。”

探索场馆多重防范手段 申城筑牢夏季游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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