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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截至2020年11月底，上海共有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17072个，这是“15分
钟社区体育生活圈”中最接近市民的
运动场景。但由于使用频率高、数量
多，又属于户外安置设施，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的维护工作一直是困扰体育部
门的一道难题。然而在普陀区，一项
“新职业”的诞生让社区健身苑点有了
专属的“守护者”，实现了365天保障
市民社区健身的安全。
清晨，骑上单车，王家迪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他的身份是普陀区社区公
共体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员，工作内
容是每天巡检普陀区的40余个社区健
身苑点。每来到一个苑点，王家迪的工
作是通过耳听+眼看，检查苑点内的体
育设施器材有无损坏，是否有异响等
故障，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及时通过一
款叫“约健”的小程序进行在线报修。
在以往，协助维护市民健身苑点

的责任一般由各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承担，但社会体育指导员多数由年长
的体育爱好者兼任，覆盖面有限且到
岗率也较难约束，加上居委会对体育
设施的维修工作需要层层上报，经常
会发生体育设施维修一拖再拖的情
况。对此，普陀区体育局通过将这项工
作职业化的方式，在保障区域市民健
身苑点正常使用的基础上，也给予喜
爱体育的市民一份新的职业选择。
事实上，除了王家迪这类“专职体

育设施巡检维护员”外，在“约健”的号
召下，还有更多小区居民主动加入了
社区巡检员的队伍，成为了兼职的“守
护者”。
家住普陀区石泉街道的黄泓杰先

生就是一位兼职的巡检员。目前，黄先
生主要负责石泉街道范围内的58个
小区的体育设施巡检维护工作。和专
职的巡检员一样，黄先生只需要通过
相关小程序完成打卡和维修信息的上
传即可。

不再是通过电话、文件逐级上报
来报修，而是创造了专职的社区公共
体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员，打造了小
程序在线报修，小区健身苑点“守护
者”背后体现着“智联普陀”的城市治
理概念。
近年来，普陀区围绕城市数字化

转型，已陆续布局了一系列项目及平
台：智慧酒店、智慧教室、智慧门禁、路
面井盖检测遗失报警，包括创新推出
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
员，都是普陀区向数字化城市转型的
一部分。
普陀区体育局局长顾薇玲表示，经

过为期两年的探索与尝试，社区公共体
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员已深入普陀区
各小区打通“堵点”，高质量完成了辖区
公共体育设施的巡检与维护，极大提升
了公共体育服务保障的质量与效益。下
一步，普陀区体育局将进一步发挥“互
联网+体育”的创新探索工作，进一步提
升体育公共服务的能级与成效。

社区健身苑点设施损坏怎么办？

普陀这个新兴职业成为“守护者”

对标国家高水平运动基地

社会基地年检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0年9?，上海市

体育局推出了首批“上海
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基地”，35家社会
办训单位成为上海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
落实基地创建精神，引导
社会培养基地完善运营
机制、 规范管理模式，扎
实做好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工作，近日上海
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组织专家组对35家社会
培养基地进行了首次年
检，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
了改进建议，助力社会办
训单位高质量发展。

专题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本次检查是自去年进行首批“上
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以来的首次年检，对于探索发展上
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新体系来说，
是一次实质上的突破。

去年11月，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
理中心针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社会培养基地”推出了管理人员和
教练员培训班。青少年训练计划制定、
反兴奋剂教育、交流座谈……通过覆
盖各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课
程，为社会培养基地的管理者赋能，同
时对社会培养基地提出了明确的发展
目标。
在培训之外，上海市体育局明确

表示，后续将通过组队参赛、训练督
导、周末训练营、优秀教练员工作室、
明翔计划、输送成果奖、培养输送奖等
方式整合资源、拓宽渠道，为社会力量

培养人才提供服务。获得了更多的资
源和渠道，相应地上海市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社会培养（精英）基地也要承担
更多的责任。

而年检对于社会培养基地来说，
不仅是一份责任，同样也是一次享受
市体育局专家组资源的难得机会。据
了解，这次年检严格按照去年11月进
行的培训课程中提出的发展要求，对
社会培养基地的内部建设、常规管理
进行相应的检验。“通过这次的年检，
我们希望来验证培训的作用，监督社
会培养基地是否按照要求有实质化的

进展和举措。”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的工作人员朱卫明介绍，在本次
检查中，大部分受检单位都获得了不
错的评价，首批社会培养基地总体上
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少部分检查结果
不理想的单位，专家组给予了相应的
督促和改进意见。
据介绍，本次年检要求还一定程

度上参照了“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的建设要求，以较高的标准要
求社会培养基地的背后，体现了上海
市体育局希望加速推进社会培养基地
融入培养体系的决心。“通过我们标准

化的要求来进行社会培养基地的建
设，未来对于队员的输送，训练计划的
一致性都会有更好的衔接作用。”

目前，上海市青少年训练馆里还
成立了针对社会培养基地的相应中
心工作小组，后续会推出更多面向社
会培养基地以及社会办训机构的培
训课程、分享交流会，通过各种形式
的资源共享来帮助社会办训力量融
入申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助力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输送。

“你们这个训练计划还不够详细，
包括教练员的教学日志也是一样，面
对不同的队员应该设计不同的训练内
容，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年
检现场，专家组不仅针对社会培养基
地的不足提出疑惑和质询，同样也会
为社会办训机构提出宝贵的建议。在
专家组的“火眼金睛”之下，无论是评
价获得高分的基地还是评分比较不理
想的基地，都会得到训练体系、管理方
法上的指点，帮助他们查漏补缺。
作为此次受检的社会培养基地之

一，青浦区藏龙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
理事长王俊表示，由于俱乐部本身是
社会化经营，加上跆拳道项目还缺乏
成体系的输送渠道，俱乐部多年来一
直是“自由成长”，在训练体系的打造
和管理方法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这次获评“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社会培养基地”后，不论是培训还是年
检，都对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
“对我们来说，专家组检查中提出

的建议非常中肯，大多数是直击我们
的难点、痛点，也为我们开阔了新的思
路，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王俊表
示，通过这次年检，将针对专家组提出
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改进，让青浦区藏
龙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愧于“上海市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这
块招牌，力争为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添砖加瓦。

完成此次2020-2021周期的“上海
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首次年检后，新一轮评选预计将于今
年年底展开。按照目前社会力量办训
的发展趋势来说，新一轮评选也许会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办训单位参与，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表示，未
来将继续评选“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继续助力上海社
会力量办训高质量发展。

火眼金睛
查漏补缺

专家组参考国家基地标准

加速社会培养基地融入体系

专家组认真听取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