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汇体育公园
计划年底基本竣工

在上海向着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这
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有着“一城一都
四中心”的评价维度，其中，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建设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
活力之城”。对上海而言，体育设施是
活力之城的重要根基。
目前，有一些大型体育场馆正在

加紧建设。其中，颇受市民关注的位于
中心城区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它计划
于今年年底基本竣工。
在保留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

上海游泳馆和东亚大厦这四大建筑的
基础上，徐家汇体育公园内将多出一
个新的体育综合体，该综合体可提供
多项全民健身项目和配套餐饮。另外，
体育公园的北侧将配备“有氧公园”，
在提升绿化景观的同时，也能满足市
民的休憩需求。体育公园的南侧则建
设“运动公园”，建成后那里将包括16
片不同规格的足球、篮球运动场。同
时，新建两条健身步道将环绕整个体
育公园。
坐落于嘉定区安亭镇的上海市民

体育公园，它的一期工程建成于2019
年9月，总占地2.8平方公里，包括18片
11人制足球场、32片5人制足球场、25
片篮球场、停车位800余个，园区绿化

率达到35%，是一个融绿地生态环境
于一体的体育运动休闲地。自上海市
民体育公园一期与市民见面后，广受
好评，徐彬在访谈中透露，该体育公园
的二期也将启动。另外，位于普陀区的
上海市民公园，也将会布局新的功能。

实事工程继续推进
目标人均体育面积2.6平方米
到去年年底，也就是“十三五”末，

上海的人均体育面积达到2.4平方米。
虽然该项数据常年呈稳步上升态势，
但在常住人口已有2487万的申城，2.4
平方米的人均体育面积与市民不断增
长的体育健身的需求仍有差距。
目前，上海正在编制体育场地设

施五年补短板的计划，并将于“十四
五”期间继续拓展市民身边的体育健
身空间，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寸土寸金
的环境中，既要在公园绿地、沿江地带
建设嵌入式的体育设施，同时也要利
用屋顶、地下空间、闲置用地、旧区改
造和城市更新等项目，因地制宜地去
布局小型多样的健身设施。按计划，到
2025年，上海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
达到2.6平方米，打造高品质的“15分钟
社区体育生活圈”。
徐彬表示，在今年市政府实事工

程中，包括新建市民健身步道80条，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600个、多功能运
动场80片。到4月底，这部分工程已经
超计划完成进度，预计到今年10月，年
度任务就能提前完成。

浦东足球场本月可启用
虹口足球场将迎大改造

去年年末，随着2020英雄联盟全
球总决赛（S10）的盛大启幕，位于金湘
路上的“白玉碗”———浦东足球场，首
次与公众见面。在又经过了几个月的
内部施工后，徐彬透露，上海海港队未
来的主场浦东足球场已于4月底基本
完工，预计本月就将开放运营。

相较平地新起的浦东足球场，作
为申城足球地标性建筑的虹口足球
场，它就显得岁月在身了。值得关注的
是，徐彬表示，在“十四五”期间，这片
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凝聚了申城诸多
体育情怀的足球场也将迎来一次大的
升级改造。

政策细分到位
都市运动中心得力挺

未来，市民们在走入体育中心后，
所获得的很可能不仅是运动乐趣，还
有更多元的体验。徐彬表示，包含“体
绿结合”、“体商结合”等“体育+”概念

的都市运动中心是市体育局今年重点
推进的项目，并且已被写入到了市政
府办公厅下发的全民健身指导文件
中。
市体育局计划，到2025年，全市16

个区都将建成一批高质量的都市运动
中心，相关建设标准和扶持政策已于
近日首次发布。上海的都市运动中心，
可被分为园区型、商区型和户外型三
个类型，并且这些运动中心将按照综
合影响力、场地规模、体育服务及相关
配套等情况，进行三星至五星的星级
评定。
为了能更好地推进都市体育中心

的建设，相关扶持举措包括：会同有关
部门完善与都市运动中心建设相关土
地、规划、审批等政策；将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对都市运动中心向市民
优惠开放的公益性项目进行扶持；加
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提供普惠与专属
金融服务；优先纳入上海体育消费券
定点场馆，享受体育消费券扶持等。

每天三轮免费领
4000万体育消费券重礼相邀

去年是上海体育消费券来到市民
身边的第一年，根据官方数据，去年该
券的累计发放总额为2400万元，有120
多万人次市民领券，并拉动定点场馆

直接消费接近6300万元。从5月1日开
始，2021版上海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工
作已正式启动，据了解，从5月到12月，
今年该券的发放总额将超过4000万
元。

今年上海体育消费券的定点场馆
有500多家，覆盖“18+X”多种运动项
目，每张券的优惠力度从5元至80元不
等。市民们只要关注“上海体育”政务
微信，点击左下方“健身地图”进入消
费券专题页面，在5月至12月间，每天
的8点、12点和18点，都可以轻松领券。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今年将至少建成30家

以生命长度为经，以生活质量为
纬，如此经纬交织，便诠释了对“健康
中国梦”中健康老龄化的含义解读。作
为深度老龄化城市，老年人的健身指
导也是上海全民健身的重要内容。目
前，市体育局正在会同市民政局起草
中老年人健身设施———“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建设标准。

这是上海首创、长者专属的社区
多功能健身场所，提供“一站式”运
动康养服务。据了解，2021年全市将
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不少于30家，
2025年建成100家左右，覆盖全市16个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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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科创
融合之花绽放宝山

5月15日，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战FUN宝山”“创‘健’未来 智造
精彩”科创园区运动“荟”在宝山智慧
湾科创园开幕。

启动仪式别出心裁，奥运五色彩
带从空中齐刷刷飞过全场，美丽绚
烂，犹如彩虹一般横跨活动现场，美
丽震撼的场景让活动现场的市民们
眼前一亮。

发电自行车、趣味投篮、大力锤、
眼疾手快、切西瓜、终极气球赛、抢球
大作战、电子跳绳、快乐高尔夫……
本次比赛的项目将科技、体育、文化、
趣味、智力等元素充分融于一体，给
参赛选手提供展现运动风采的舞台。

赛事将科技创新与健康运动有机统
一，促进了科创企业职工之间的交流
互动，让参与者感受到科技体育的专
业与乐趣，丰富了园区的文化体育生
活。
下一步，宝山区体育局将以增强

职工身体素质为目标，继续广泛开展
园区类体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宝山体
育事业软实力，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能级再上新台阶，助力宝山科创中
心主阵地建设。

徐汇长桥推出
智慧阳光康健苑

5月16日是第31个全国助残日。近
日，位于罗秀新村的徐汇区长桥街道
“汇动健康”智慧阳光康健苑正式投入
运营，成为了社区残障人士群体的“家

门口的好去处”。
据统计，徐汇区长桥街道的残障

人士约有2950多人，是目前残障人士
数量较密集的区域。残疾人士存在运
动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导致健康状况
差、患病风险高、恢复效果慢。为了更
好满足区域内残障人士的健康需求，
提供更为便捷的运动康复服务，提升
残障人群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长桥
街道首家“汇动健康”智慧阳光康健苑
应运而生。

康健苑以白杏康健的康复师为核
心团队，集运动健身、功能康复、社交
娱乐为一体，有效地解决周边1公里范
围内残障人士运动康复、科学健身和
社交需求，并为功能障碍者的残疾预
防，提供近距离、高品质、专业化的运
动康复训练服务，帮助残障人士增强

健康促进, 减缓疾病进程、预防并发
症、改善身体功能、提高生活品质，增
加残障人士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过在长桥街道的项目实施，多
渠道对接卫生、体育、残联等部门资
源，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能，形
成产学研互动互促的良好氛围，助力
区域治理水平提升，构建残障人士康
复健身公共服务的“家门口智慧康复
模式”，打造为残障人士群体的“家门
口的好去处”。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上海重启

5月15日至16日，“锦鲲杯”2021年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上海站）在
上海卢湾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的45
支代表队近1350名运动员报名参与，
年龄涵盖了6岁至65岁的老、中、青、

少儿选手。本次大赛是新冠疫情发生
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恢复举办的最
大规模体育舞蹈赛事。
据了解，本次大赛在取消业余组

的情况下，仍有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
选手报名参赛，且涌现出不少新搭档，
很多选手也相应升组，使比赛更具观
赏性。其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组别共
有207对选手同场竞技，精彩程度不
言而喻。
按照防疫要求，赛事虽然精简设

项和组别，取消了看台观众席，但通过
直播的方式让观众能够在线欣赏。中
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主席陈一平表
示，上海市、黄浦区具有丰富的疫情防
控常态化办赛经验与模式，通过本次
赛事充分展现了中国体育舞蹈事业的
时代性、规范性和创造性。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做客“2021上海民生访谈”节目

徐家汇体育公园的
建设进展得如何了？今年
体育消费券的公益配送
有哪些亮点？都市运动中
心的建设标准是什么？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等健身
设施的建设会如何推进？

近日，上海市体育局局长
徐彬做客 “2021上海民
生访谈”节目，畅谈了申
城的诸多体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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