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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家游泳场所开放
接待人次达763万人

“阿拉”的这个夏日游泳季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 今夏上海市

游泳场所开放多达860家， 接待人次达
763万，全市游泳场所的开放总体保持平
稳有序，广大泳客的满意感、获得感、幸
福感得到有效提升。 9月23日下午，2021

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总
结会在田林体育俱乐部举行。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除了正有更多美好的期待在人们心中
升起，冰雪运动还在以更多元的形式
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根据上周新发
布的《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
划》，未来申城将被进一步打造成为我
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桥头
堡，到2025年，本市冰雪运动俱乐部
要达到30家，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要达
到100所。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上海已经有

39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以及57所上
海市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一边是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边，也有
更多有助推广与普及的活动正在加入
进来共襄盛举。
近日，“冰雪冠军进校园”主题系

列活动正式揭幕，第一位走入校园来
与学子们进行积极分享的人物就是扎
根落“沪”多年的我国冬奥会首金得主
杨扬。在位于徐汇区的全国校园冰雪
运动特色校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

会堂里，杨扬以《铸梦奥林匹克》为题，
既跟学子们分享了自己运动员时期的
赛场经历，也由体育向外引申，分享人
生感悟。
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家栋

表示，“冰雪冠军进校园”主题系列活
动旨在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体育精
神与正能量，未来将有更多冰雪项目
的冠军走入申城校园，来为我们这座
城市的冰雪氛围添砖加瓦。
“要完成《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关于冰雪特色学校的第一
个指标是较容易的，但要做到‘校园内
常年参与冰雪运动的队伍和兴趣小组
有1000支’，这就需要多措并举，撒豆
成兵。推出‘冰雪冠军进校园’主题系
列活动是其中的一个举措，也希望未
来它能成为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有力助
推器，点燃校园内外的冰雪热情。”上
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家栋介绍
道。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它既是

本次“冰雪冠军进校园”的第一站，也

是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从它与冰雪运
动结缘的过程来看，处处都可见齐心
协力、多方共举的能量———而这也正
是上海这座少雪之城的特色发展之
路。

自2013年6月联合徐汇区青少年
体育运动学校成立冰壶队后，华东理
工大学附属中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先后在上海市学生运动会冰壶比赛、
上海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市级及以
上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并且向市青
年队输送了一大批优秀队员，其中部
分运动员还入选过国家集训队。在“双
减”之后，该校更利用大课间活动、课
后服务等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
活动和社团活动，进一步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

在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年，申城
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次达到160多万，其
中青少年参与人次超过100万。在将上
海进一步打造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南
展西扩东进”的桥头堡的过程中，校园
已成为其中至关紧要的一环。

向百所冰雪特色校努力 冠军走入校园积极助推

今年本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时段
为7月1日至8月31日。在此期间，全市
开放的游泳场所达到860家，其中持
证开放的829家，备案开放31家，相比
去年对外经营开放游泳场所最高数量
762家增加了12.86%。各经营开放游泳
场所累计开放场次约67万场，同比去
年的22万场次上升超过200%；接待泳
客累计约763万人次，同比去年的682
万人次上升约12%。
另外，在与学生一族相关的数据

中，也有多项呈上涨态势。在本市开展
的中小学生“人人运动、学会游泳”工
作中，共有达标赛指定场所133家，同
比去年的125家上升约6.4%；开办学游
泳培训班约14.8万场次，参加培训人数
约94.3万人次，同比去年105万人次下
降10%。其中，中小学生学会游泳参与
达标人数近50万人次，同比去年12.3万
人次上升306%。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义务
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周末将有更多时
间参加体育培训，公共体育场馆的游
泳培训班“一票难求”，学校体育场馆
仍未开放，不少青少年都涌入经营性
游泳场所、居民社区游泳池学习游泳。
针对泳池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新

挑战及当下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市区两级主管部门及各单位将严
格做好泳客体温检测和“自我健康承
诺”查验，严把“入池关”，完善疫情防
控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开
放“两手都要硬”；进一步开展“人防+
技防”试点工作，配备“随申码”与“泳
客电子健康承诺卡”的“二码合一”和
泳客安全防溺预警技术应用产品，时
刻把广大泳客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
作为首要任务和最大目标。
数据显示，自“上海市泳客健康承

诺”推广至今，已向“一网通办”办件库
推送了20万条办件信息，在全市181家
使用“二码合一”自动查验设备的游泳
场所，累计有近300万人次的泳客扫码
入场。泳客在入场瞬间自动查验泳客
体温和“随申码”，为泳客在疫情常态
化防控期间安全健身保驾护航。
此外，上海还启动了游泳场所中

枢管理机制建设，目前已与八家市属、
区属试点场馆启动数据对接，并将针
对智慧大屏及后台管理系统进行实际
测试。其中浦东新区通过已经建成的
信息化应用场景平台，对五家区属场
所开展实时动态监管，为实现“一屏观
全市”“一网管全市”的游泳场所智慧
化管理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今夏，上海在泳客安全防溺预警
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有了成
功救助的案例。
7月16日下午，一名50岁左右的女

性泳客在金山社体中心游泳池游至深
水区时体力不支，安装在池内的防溺
水设备在8秒内识别到泳客存在溺水
风险并进行报警，收到报警的救生员
在15秒内成功将泳客救起。

在4月中旬召开的泳客安全防溺
预警技术推广应用交流会上，五家科
技企业全面展示了各自泳客安全服务
产品的特色与服务优势，并在现场与

部分游泳场馆进行了对接。目前，一些
产品已投入实际应用。

科学研究早已证明，溺水后的30
秒至1分钟内是最轻度、最容易救治的
阶段。但由于溺水初期的表现较为隐
蔽，哪怕救生员火眼金睛，也还是会出
现溺水者被救上岸时已错过抢救“黄
金时间”的情况。所以，“人防+技防”的
相辅相成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泳客
的安全。
另外，从今年开始，所有从事游泳

培训的教员须持有效的游泳教员证及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国家职业资格

证。为此，上海首次开办了两期游泳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班，共有109名学员参加，其中98名学
员最后通过鉴定考核。另外，共有168
名学员参加了初级游泳教员培训考
核，其中132名学员取得行业游泳教员
证。

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前
提下，全市四类人员培训恢复到线下
模式，设立了浦东、黄浦、虹口、闵行
四个培训点，培训内容涵盖政策及法
律法规解读、实际案例分析、卫生标
准、应急救援等方面内容，共计开展
培训32场，培训从业人员4003人次。
在参与市级培训的基础上，普陀区还
对辖区内的区属场所和部分经营性
场所进行了AED设备的培训，为市民
参与游泳锻炼增添了安全保障。

数据较去年整体看涨

“双减”后学生热情更高

“人防+技防”

筑牢泳池边的安全墙

杨扬以《铸梦奥林匹克》为题分享人生感悟

9月23日，2021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总结会召开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