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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造青少年
三人篮球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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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为民办实事年度项目提前超额完成

体育场地设施开发金角银边
无论是在每年发布的《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中，还

是其它与全民健身相关的各类通气会、发布会上，上海一直
有个沉疴痼疾———体育场地和设施供给不足。这是申城在推
进全民健身事业过程中遇上的一处瓶颈。 而就在近期，无论
是从新发布的《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着眼，还是由
市体育局为民办实事年度项目超额提前完成的官宣来看，这
一情况正在加速改观的过程中。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里，
家住虹口区彩虹湾红馥里的彭老伯虽
未出沪旅行，却也拍了不少照片并发
到朋友圈里与亲友分享。新近开放的
全市首条小区市民智慧步道就建在彭
老伯所住的小区里，而这条步道也成
了他日常一边散步一边拍照留影的理
想之选。

在智能互动屏前人脸识别后，即
可对运动速度、心率等数据进行实时
记录；系统可通过所记录的运动数据，
对每个人的运动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并
给予反馈；市民可用蓝牙将自己的手
机与智能互动屏连接，方便快捷地查
看数据；设在步道旁的立柱除了具备
基本体测功能外，同时还具有一键报
警按钮和语音播报功能，有助于发现
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些都是智
慧步道被装备上的新功能。

占地4500多平方米的大宁公园
市民健身长廊，它是上海“体绿结合”
的一个成功案例，如今，在这片已经赢
得市民好评的体育场地上，又迎来了
新的添砖加瓦。目前，那里的健身器材
达到50余套，共有六个活动区域满足
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 。
另外，如位于徐汇滨江的西岸空

间，那里的主题篮球场和滑板公园的

改造也在9月完工。通过对色彩更丰富
的运用，以及对地面材料的更新升级，
未来那里的“潮能量”无疑将更加吸引
市民前往。

作为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截
至9月底，市体育局已高质量全面按时
完成“新建改建市民健身步道107条、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743处、市民多功
能运动场98片”，超额完成全年建设任
务。
根据上月发布的《上海市体育发

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将继续提高全
民健身普及率。到2025年，全市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要达到46%以
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
左右，市民体质达标率保持在全国前
列。《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还提到要推进“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
圈”建设，实现市、区、街镇三级体育场
地设施、体育健身组织、体育赛事活动
全覆盖，社区体育服务配送、智慧健康
驿站和体质监测服务网络街镇全覆
盖。
当越来越多的体育供给能让市民

“唾手可得”时，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的美好愿望也就有了切实照进人们生
活的更广阔通道。

实事项目超额完成
国庆假期市民尝鲜

从高架桥下到楼宇之顶，在上海
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中，已有越来越
多的“金角银边”被发掘出来，并被投
入到与全民健身相关的事业中来。
位于普陀区真北路高架桥下的中

环篮球公园，它是上海利用城市高架
桥下富余空间来激活体育能量的一例
典型。而如果你平日里有仔细留意的
话，就会发现，像这样化“边角料”为
“金角银边”的情况，在上海正变得越
发多见。
中环篮球公园的前身是一片存放

环卫车辆的场地，虽说是“有主之地”，
但在管理和利用上并未充分调动起
来，甚至会让路人有此处脏乱差之感。
不过，随着近年来上海对城市建筑富
余空间的进一步利用，这里旧貌换新
颜，从不被人待见的冷落地儿变成了
能吸引众多球友前来切磋的中环篮球

公园。
据了解，普陀区后续对区内高架

桥下空间的利用还有更多构想，比如
还将沿着区内的苏州河河段开展二期
项目，基本规划包括了滑板公园、卡丁
车设施等。
上海一直有个沉疴痼疾，就是体

育场地和设施供给不足。这也是申城
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过程中遇上的一
处瓶颈。如今，除了瞄准覆盖全城的高
架桥网络外，不少建筑物的楼顶空间
也成了被开发的对象。

位于嘉定区安亭镇的嘉亭荟商

场，那里的楼顶空间就被科学改造成
了屋顶球场。在把更多周边居民吸引
来此运动起来的同时，也以体育的方
式为商场引流，目前来看，这个案例已
取得一定双赢效果。
“我们周边是国际汽车城，有很多

年轻人在这里上班、居住。在当初筹备
项目时，就已经将运动元素考虑进
来。”嘉亭荟商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
屋顶空间的利用方案不仅可运用

在商场那样的大型建筑上，在居民楼
里同样可行。位于长宁区的华山花苑

是一处老式居民区，不过随着城市配
套改造工程的推进，体育在那里也赋
予了更多的“小身材大味道”。华山花
苑里的屋顶花园不仅铺上了彩色的透
水弹性地坪，花园里还铺设了跑道，方
便居民不出小区就能健步走或者慢
跑。

目前，上海已规划制定多项地方
性政策，将进一步鼓励公共资本、社会
资本一同进入建筑的“金角银边”地
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体育场馆正在以更多元的形式
出现在上海市民身边，“都市运动中
心”的概念便是其中较新崛起的一
支。根据《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
规划》，到2025年，本市16个区将实现
都市运动中心全覆盖，通过多元化运
营方式，拓展市民身边的体育健身空
间，进一步破解“健身难”的问题。而
就目前来说，其实已经有一些区的体
育综合体具备了都市运动中心的标
准，并受到周边居民的欢迎。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里，

地处宝山区、静安区、虹口区三区交
界地带的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它就成
了不少市民的市内休闲打卡点。三邻
桥体育文化园的前身是上海日硝保
温瓶胆厂，在经由改造后，现在则是
成为了一个以大健康为主题的体育
文化园。园内板块覆盖了体育运动、
文化艺术、配套商业等多方面的内
容，能让来到这里的人有“一站式”的
体验。
比如，老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适

老的健身机构，小孩也能在各类青少
年体育培训班里寻得兴趣所在，而面
向中青年群体的选择则更多。而如果
是运动得累了，或者就想静静地待一
会儿，你也能在三邻桥体育文化园里
看个展览或者走进咖啡馆小憩。
而在位于闵行区的合川小镇，为

满足周边居民对体育健身的需求，那
里不仅通过旧厂房改造引入了小众
健身项目，还对篮球场、足球场等进
行了功能拓展。比如，同样的一片场
地，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它既可以
被用来踢足球，也可以通过小小调
整，切换到橄榄球场或者板球场的状
态。
另外，如位于嘉定区沪宜公路上

的翔立方体育文化综合体，它也是以
体育运动为服务主题，业务横跨整年
的多层次体育赛事、文体活动、商业
市集等，致力于把“体育运动体育+休
闲”的生活体验带到更多市民身边。
在官方表述中，都市运动中心是

利用公共体育用地、产业园区、各类
商业设施、厂房、仓库等城市空间和
场地设施资源，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
建设，为市民提供体育健身和休闲娱
乐等多元服务，是健身的新去处、消
费的新载体、城市更新的新空间、上
海的新地标。

都市运动中心是“十四五”时期
上海重点支持建设的新型体育服务
综合体。近年来，在政府的引导扶持
下，体育服务综合体不断涌现，探索
“体育+文化+教育+商业+旅游”等多
元化运营方式，为拓展市民身边的体
育健身空间引入了不少新思路和新
能量。

身边的都市运动中心

到2025年
各区全覆盖

从乏人问津到网红打卡

在“金角银边”里创造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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