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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岁，展新篇，在属于2021年的
一页即将被开启之际，上海体育有哪
些特别值得期待与聚焦的群众体育
“干货”呢？将于今天下午在卢湾体育
馆举行的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推
介会，它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为满足市民们的健身热情，充分

发挥市场在配置全民健身赛事资源方
面的作用，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
身活动，提高运动能力和科学健身水
平，完善本市全民健身赛事体系，上海
市体育局于2017年推出了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经过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
年的举办，它已成为受到沪上体育迷
喜爱的赛事品牌。2020年由于是上海

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的举办年，所以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轮空，而在即将到
来的2021年里，这个赛事品牌将回到
市民朋友们的身边。
一起上赛场，人人享健康；体育惠

百姓，各方齐参与。为了让大家对2021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更能“心里有
数”，所以本次推介会邀请了来自各区
体育局、体育社会团体、赛事公司、相
关单位和新闻媒体的约500人参加。
在今天下午的推介会上，2021年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的新主题将被揭晓，联
赛内容将被介绍，同时办赛主体还会
在现场进行经验分享。
把体育设施建到市民身边，把赛

事活动办到市民身边，把健身指导送
到市民身边———在这三个“到身边”的

催化作用下，如今上海的全民健身事
业显露出了一派更蓬勃也更能体现内
涵所在的景象。其中，说到“把赛事活
动办到市民身边”的话，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无疑便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项
了。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以满足不同人
群健身需求、吸引更多市民参与体育
锻炼为目的，以项目为核心，构建适合
普通市民参与的业余赛事层级体系，
让不同水平不同年龄的市民找到适合
自己的赛事活动，检验体育锻炼水平。
往届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的内容分为项
目联赛、项目系列赛和品牌赛事活动
三大板块，那么今年将有怎样的划分
呢，又会否有新内容的增加呢？这也将
是本次推介会上的关注点。

今天下午召开推介会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精彩可期

近日，住建部、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 《意见》提出，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健全社区足球场地设
施建设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实现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配建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既有城市社区因地制宜配建社区足球场地设施；2035年，地级及
以上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城市生活与社区足球场地，从这份《意见》来看，将来这两者间的关联会更加紧密。 而在常住人口超过2400?的上海，市民身边多功能运动场的新建
改建项目，其实年年都是体育部门的重点关注，并且已经有许多市民享受到了这份近在身旁的便利。

社区足球场地，除了拥有让爱好
者们以球会友、切磋竞赛这些普遍属
性外，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吗？在今年完
成改造升级的徐汇区康健社区体育公
园里，那儿的足球场地就被赋予了一
些接地气的新功能———让周边居民区
的孩子们多了一个放学后的运动好去
处。

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6点，康健
社区体育公园的足球场上总能看到不
少中小学生踢球的身影。徐佳盈是一
位生活在康健街道的居民，每周她大
概都会陪儿子来这里踢球两三回，而
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放学后时段。
“来这里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是周

边居民，人员成分比较简单，而且这里
离我们家很近，是一个适合让孩子与
同龄人一起运动的体育场地。”徐佳盈
说，社区里有些相熟且孩子年龄相近
的家庭，大家就建了一个联系群，所以
在陪孩子课后运动的这件事上，家长
们还能轮班负责，很是方便。“因为球
场离家近，我可以在把孩子送到场地
后就回家准备晚饭，然后等踢球结束
了再过来接他。”
“鸡娃”是2020年的一个热门词，

指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
“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
给他们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
子去拼搏。当然，在类似热门词的背

后，还是有不少家长已经意识到适量
的体育锻炼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助益。
“除了平时学校里的体育课和周

末的空闲时段外，作为过来人和家长，
我觉得孩子在上了一天课后，其实也
还是需要让身体放松一下的。这时候，
如果能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有一片场
地可以让他们跑起来、动起来，那肯定
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在另一位鼓励孩
子多运动的家长贾昀看来，以足球为
代表的团队运动，能把孩子们在课堂
上可能无法习得的能力，以实践的方
式教给他们，而这也正是体育人的一
种正能量。

家门口的运动场地越多，市民们
能就近享受到的体育便利也就越多。
那么，放眼未来的话，还有哪些新布局
值得期待的呢？

近日，住建部、体育总局发布《关
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
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意见》中
提到的总体目标是：2025年，地级及
以上城市建立健全社区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按照完整
居住社区建设标准，实现新建居住社
区内至少配建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
施，既有城市社区因地制宜配建社区
足球场地设施；2035年，地级及以上
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
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街区内配建一
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意见》中明确提到，想要破解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选址建设难题，就要
在资源方面充分挖掘潜力。
比如，充分挖潜利用现有场地资

源，在群众身边“因地建场”。紧密结合
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等城市更
新工作，在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下，通
过租赁、购置、置换和改造等方式，合
理利用具备条件的城市空闲地、边角
地、公园绿地、城市路桥附属用地、厂

房、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建设改造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又比如，“灵活建设
场地设施”也被划了重点。既有城市社
区用地空间紧张的，要因地制宜推动
与其他体育项目场地复合利用、综合
设置，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运动需求。
不具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条件
的，鼓励在确保场地安全性的前提下，
灵活建设非标准、非规则社区足球场
地设施。鼓励推进相邻社区及周边地
区联动建设，加强体育设施共建共享。
实际上，在近几年申城体育场地

的升级中，这股不拘一格深挖潜的势
头已可见一斑。“十三五”以来，新建健
身设施每年都被列入市政府实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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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民球场2252片，体育健
身设施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
充分挖掘城市的“金角银边”，利

用公共体育用地、产业园区、各类商业
设施、旧厂房、仓库等城市空间和场地
设施资源建设都市运动中心等体育综
合服务体，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供给，让
实事项目能更全面地满足不同领域人
群的健身需求———上海，正在不懈努
力中。

全民健身好前景
更多政策来护航

社区场地烟火气“晚托班”里有人气

上海市民率先享受近在身旁的社区足球场地
城市生活与社区足球场地将更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