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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
的举办年，荧幕上的“赛事盛宴”令人
期待，而在市民们的近身处，在全民健
身的大舞台上，也有许多的精彩赛事
与活动在等待着大家。

2月26日，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
会主办的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正
式启动招标，具体招标公告已于中国
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公示。从在去年12月举办赛事推介会，
到如今欢迎社会各界符合要求的单位
来广泛参与投标，新一届的上海城市
业余联赛正越走越近。
与往届相比，今年城市业余联赛

最显著的升级就是———项目设置由三
大板块扩容至五大板块。除了原有的
联赛项目、品牌赛事活动、系列赛外，
今年还将新增线上赛事和长三角赛
事。同时，传统三大板块的内容也有不
同程度的升级。

本届城市业余联赛的联赛项目，
它将由足球（8人制）、篮球（5对5）、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轮滑、围棋、
跆拳道、橄榄球这10个已基本形成联
赛体系的项目组成。联赛项目的提交
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为北京
时间2021年3月26日9点30分。

今年项目系列赛的设置为“42+X
项”，共230个，其中“X”是指42个项目
以外的所有群众性体育项目。项目系
列赛具体包括路跑、城市定向、自行
车、游泳、门球、龙舟、舞龙舞狮、台球、
柔力球、壁球、保龄球、电子竞技、帆
船、极限运动、射箭、击剑、剑道、攀岩、

健身健美、铁人三项、汽车、风筝、皮划
艇、花样跳绳、飞镖、拔河、桨板、体育
舞蹈、健身瑜伽、武术、木兰拳、广播
操、练功十八法、旱地冰球、滑雪、滑
冰、冰壶、健身气功、健身操舞、搏击
类、钓鱼、太极拳。

作为本届城市业余联赛中的新增
板块，长三角健身系列赛（20个）指的是
赛事举办地在上海、以长三角地区的人
员为参赛主体的健身系列赛。单项线上
赛事（10个）的特色则是利用科技手段
将智能元素引入单项体育赛事中。
此次，项目系列赛、长三角健身系

列赛和单项线上赛事的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
年3月24日16点。

品牌赛事活动中的20项将面向
社会进行招标。具体包括上海市民足
球节、上海市民篮球节、上海市民排球
节、上海市民网球节、上海市民武术
节、上海社区健康跑嘉年华、上海市民
体育舞蹈嘉年华、全国全民体能大赛、
上海科技体育嘉年华、上海智力运动
会、上海市职工篮球3V3、世界著名在
华企业健身大赛、上海市民室内健身
嘉年华、上海市驻沪部队军民健身大
赛、上海残健融合运动会、上海市家庭
亲子运动会、上海市少数民族运动项

目大赛、上海农民体育健身周、建党一
百周年健身系列赛、线上综合运动会。
品牌赛事活动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和开标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年3月
25日13点30分。

在“一起上赛场，人人享健康”的
主题下，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将
在安全办赛、安全参赛的前提下，通过
更丰富的赛事体系和项目设置，更广
泛的覆盖人群和地域，更完善的组织
保障和办赛标准，将赛事努力打造成
全民健身的大舞台、健康上海的活力
源、社会办赛的新标杆。

全民健身工程再迎利好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深入挖潜
在去年9月底发布的最新一版《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中，上海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已从2012年时的1.67?方米增至2.38?方米。而根据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
进全民健身工程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到2025年，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
2.6?方米左右。寸土寸金的上海，将如何在这方面继续挖掘潜力？这份《意见》为大家带来了
更多的指引。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新印发的《关于推进全民健身工
程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在总体目标、扩大设
施供给、优化运营管理、加强保障措施
等方面有了明确布局。
《意见》的总体目标是，围绕构建

“处处可健身”的高品质运动空间、倡
导“天天想健身”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培育“人人会健身”的高水平健康素
养，实施全民健身工程，补齐市民身边
的健身设施短板，优化完善15分钟社
区生活圈。到2025年，实现本市社区、
园区、校区、商区、农村和城市公共空

间等区域的健身设施数量持续增加，
布局配置更加均衡合理，资源利用更
加充分高效，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平方米左右。
由这个总体目标引出的重点有四

项。第一，持续推进市民益智健身苑
点、市民健身步道等为民办实事项目
建设；基本实现社区市民健身中心街
镇全覆盖，都市运动中心区级全覆盖。
第二，完善职工体育健身设施，在产业
园区、商务楼宇等场所建设一批示范
性健身驿站；统筹利用文教体医养等
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力争实现全市公

办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开尽开；
加强美丽乡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利
用率不断提高。第三，加强土地集约利
用，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在外环绿带、
郊野公园、休闲绿地、“一江一河”沿岸
等空间和路桥附属、建筑屋顶、地下、
边角地等区域建设一批嵌入式体育健
身设施。第四，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方
式参与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体育健身设施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水
平明显提升。

扩大设施供给，从字面上来看，这
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不过在这份
《意见》的条目中，大家看到的却是一
套“组合拳”：扩大增量、盘活存量、复
合利用。
市体育局与各区政府将联手制定

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梳理可用于建设
健身设施的空间资源和可复合利用设
施资源，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可用于建

设健身设施的非体育用地、非体育建
筑目录或指引。市体育局、市规划资源
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政府将加强规
划融合，其中包括结合体育设施发展
新形势、新要求，编制体育设施相关专
项规划，支持体育设施资源向新城、大
型居住社区、产业园区等倾斜，打造高
品质体育服务设施集群。
在盘活存量与复合利用方面，《意

见》倡导要结合上海特大型城市发展
特点，明确利用城市空闲土地、公益性
建设用地、以租赁方式供地以及复合
利用土地建设健身设施的政策；加强
各类资源的功能整合，因地制宜综合
建设体育健身设施；落实社区体育设
施配套政策，增加青少年健身设施供
给，更好满足全年龄、全人群需求。

在如今上海的公共体育服务配套
中，已经有不少社会化的专业运营公
司及团队加入进来，而在未来，这一专
业对口的做法将得到进一步推广。
《意见》提到，按照“改造功能、改

革机制”的要求，推进公共体育场馆社
会化、专业化运营。规范委托运营模
式，制定公共体育场馆委托运营示范
合同文本，通过公开资源交易平台选
择运营主体，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公共体育场馆应有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支持场馆以体为主、复
合经营，推行体育设施设计、建设、管
理和运营一体化。
与此同时，体育服务智能化的工

作也将进一步推进。《意见》提到，推进
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全
民健身电子地图，逐步覆盖全市各类
公共体育场馆、学校体育设施、经营性
体育设施，为市民提供查询、预订等便
利服务。全面推行“随申码”在场馆预
约、身份认证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应
用。
另外，各区也将积极为学校体育

设施向社会开放创造条件，鼓励采取
委托等方式，由专业机构集中运营区
域内学校体育设施，促进学校体育设
施开放。充分挖掘体育场所内部潜力，
通过空间共享、错时利用等，创新开放
模式，拓展受众。

到2025年

人均体育场地约2.6平方米
各个区都有都市运动中心

如何想方设法扩大设施供给

如何优化运营管理

城市业余联赛2月26日启动招标

新一届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越走越近

市民健身房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