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郭知欧 15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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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工程
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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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施 黑科技更多智慧感更足
“市政府体育实事工程项目年度任务已超额完成”，每到

年末，总会有这样一条官方消息如期而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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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且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考虑到2020年的特殊情况，这次“交卷”较往年便有了一些
不同，可说是在“常规题”之外，还经受住了工期与建设进度
的附加考验。 那么，这些申城体育场地中的“新人”有哪些新
亮点与新细节， 市民朋友们对它们又有怎样的使用感受呢？

这回记者便去现场实地感受了一下。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基本情况介绍

体育实事项目作为市体育

局解决“健身去哪儿”难题的重

要举措受到市民欢迎， 近年来

在政府实事项目市民满意度调

查中一直名列前茅。 “十三五”

以来， 新建健身设施每年都被

列入市政度实事工程项目。 截

至2020年11月底， 上海市共建

成各类市民健身步道 （绿道）、

骑行道总长度为1910公里，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17072?，市民

球场2252?， 体育健身设施实

现城乡社区全覆盖。

在申城的国际范儿与烟火气里，
正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健身步道、市民
多功能运动场和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与大家见面，为更多人提供就近的公
共健身便利。而在2020年完成新建改
建的这些市政府体育实事工程项目
里，市民朋友对它们的第一印象很可
能都是———黑科技更多，智慧感更
足。
占地1.3万平方米的康健社区体育

公园，它日均服务居民可达3000人
次，年服务人次则超10万。如今，在这
个每天都热热闹闹的社区体育公园
里，“科技”成了前来运动锻炼的居民
口中的高频词。

无需佩戴运动手环，你就能在健
身步道的场边屏幕上看到速度、累计
里程数、卡路里消耗量等实时数据。
益智健身苑点里，你可通过自助方式
测出身体素质的各项基本数值，并得
到运动建议。还有被增加了太阳能组
件的照明灯，以及被安装在场地四周
集心率测量、体温测量和紧急按钮于
一体的智慧立柱等。这些硬件设施和
智慧化的配套，它们都是在今年市政
府体育实事工程项目的改造中，以新
建或改建形式，被加入到康健社区体
育公园中的。

一方面，智慧化配套被引入到社
区体育公园；另一方面，居民们的个

人隐私与使用习惯上的差异也得到了
比较好的考虑。
“如果我们想让摄像头来帮忙记

录数据，就先到智能屏那边刷人脸，然
后在跑道的外三圈活动。如果不想被
记录数据，就在靠内的跑道上活动。两
边不影响，感觉挺方便的。”赵阿姨几
乎每天都会到社区体育公园里来锻炼
身体，在不擅长摆弄运动手环的她看
来，这种靠刷脸来实时记录运动数据
的新科技，对老年人较为实用。

在益智健身苑点内已有一个自助
体测站的基础上，还在场地四周设了可
实时测心率和体温的智慧立柱，这则能
照应到不同锻炼者的使用习惯。“体测
站一套完整测下来可能要5分钟，但有
些锻炼者的需求可能只是想知道自己
跑完步后此刻的身体情况，那他们就会
选择在场边简单测一下心率。”康健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褚苇介绍道。
受疫情影响，今年市政府体育实

事工程项目大都遇上了工期较往年紧
张的情况。不过，既然是旨在惠及民生
的工程，那在施工的同时自然得尽量
便民。褚苇介绍说，考虑到康健社区体
育公园面积较大、功能较复合，所以就
采用了分区分批施工的做法。“这样就
能在完成新建改建和继续服务居民这
两方面兼顾了。居民们对这个做法是
比较认可的。”

健身器材故障了，能得到及时维
护吗？这事儿该由哪方面来负责？居民
又该如何报修？这曾经“直击灵魂”的
三连问，正随着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
升级而无风自落。

占地4536平方米的大宁公园市民
健身长廊，它是申城“体绿结合”的新代
表之作，充分拓展了公园绿地的公共服
务功能，为市民身边的体育设施建设工
作提供了舞台。在这处市民健身长廊
里，一共装有54件健身器材，在它们已
经开始的“服役期”里，将接受户外环境
与高频率使用的考验。不过，常来这里

锻炼的居民们，他们大多已知晓“器材
出问题不用愁，会有专人管到底”。
“根据我们和体育部门的合作协

议，这里的健身器材会有八年保修期。
对安装在户外的器材来说，八年基本
就是使用上限了，到时候也该换新了。
所以，其实就是会负责到底。”舒华体
育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陶贤德告诉记
者，在近几年中，国内的健身器材生产
行业正经历变革，以他们公司为例，就
是在产品研发、场景开发、后台应用、
售后配套等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如此变化，既是响应了需求端的真实

所需，也为行业升级提供了能量。
据记者了解，这种健身器材与长

期售后服务打包采购的模式，正被越
来越多地引入到社区公共体育设施
新建改建的计划中。

目前，上海已基本实现社区公共
体育设施“二维码”全覆盖，用信息化
的手段为全市2万余处社区体育设施
建立“身份证”信息库，建立了体育设
施电子地图。同时，健身器材上的二
维码还经常被赋予多元用途：既可以
是通向更详细视频介绍的钥匙，也为
远程报修开了一条直通道。

想把市民身边的体育事做好做
优，就得往生活场景多多靠拢，在生活
细节中多花功夫。上海就是这样一位
孜孜不倦的好学生，在今年完成的市
政府体育实事工程项目中，新增的一
些便民小设施与亲子场景的加强成为
其中亮点。
有些市民益智健身苑点里，多了

方便居民挂外套的立架；有些健身器

材上，添了可临时摆放手机的小置物
篮；有些具有配电服务的地方，USB充
电的功能也被加了上去；针对常有老
人或家长带孩子前来活动的情况，围
绕全人群全功能打造的健身苑点也渐
渐多了起来。
在凉城新村街道锦一小区的市民

益智健身苑点里，记者看到的便是一
方经过升级改造后，可供全人群锻炼

活动的社区天地。这里共设置儿童亲
子互动区、老年智慧健身区、智能健身
比赛区、配重力量练习区和健身跑道
五个分区，并通过不同颜色的地块对
功能进行分区。如今，这处健身苑点能
满足3岁至70岁全人群在亲子互动、
有氧练习、康复力量练习、运动娱乐等
多方面的需求。

如何兼顾好智慧化与适老化，这
是近期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话
题。在今年新建改建的585个市民益
智健身苑点里，这一平衡关系就被比
较好地纳入了设计。

在新一批的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里，以图示来引导居民使用健身器材
的内容变多了，并且在引导的同时，
说明内容中还会告诉使用者，该器材
能具体锻炼到人体哪一部分的力量
或柔韧性等。“听说有些器材是扫二
维码还能看到教学视频，但对我们老
年人来说，手机操作不熟练，倒还是

这种写出来、画出来的图示更方便使
用。”常在大宁公园市民健身长廊里锻
炼的何老伯说道。

而在具体使用健身器材的过程
中，还有些智慧化的小设计也为老年
人群提供方便。随着行业的发展，如今
户外场地上的健身器材也有不少用上
了自发电技术，这样锻炼者在使用时
就能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速度、配重
和阻力值了。类似这样的调节，既可以
经由手机来后台操作，也可通过器材
上的面板来达成。而更方便老年人群
的一点是，目前一些健身苑点里的部

分器材已经被加入了智能自动调节功
能，也就是说，通过使用者完成动作时
的速度或完成度，器材能自动地为使
用者加码或者减量。

发布于今年10月的《2019年上海
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显示，60至69
岁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仍旧最
高，参与比例达到59.1%。同时，50至59
岁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数较2018
年有显著增加，从48.9%提升到51.2%。
在此背景下，让适老化与智慧化同行
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从“有得用”到“用无忧”合作升级破解维修难题

本帮风味“大锅饭”
科技点睛烹出新意

不给老人出难题 智慧体育适老化

拥抱生活场景 便民、亲子多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