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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为都市
运动中心“评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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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

上海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之所以
能常年“做加法”，一定程度上正得益
于我们这座城市不断升级的强劲势
头。每当有一份新的工程蓝图打开时，
那里都有可能成为体育场地与健身设
施“做加法”的可为之地。
上周五，位于普陀区大渡河路上

两座高106米、曾是亚洲规模最大的
“煤气包”（干式气柜）正式进入拆除阶
段。未来，该地块将启动市体育宫及体
育公园的建设项目，目标是要成为“西
上海体育赛事中心+全民运动健身中
心 ”。搭着申城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
东风，上海体育将多出一片新舞台。
实际上，类似的故事还在申城的

更多领域中或引人注目或不动声色地
开展着。

老厂房变身

老旧厂房经改造后被重新赋能的
故事，这在近几年的上海可说是时有
耳闻，其中就有不少是与体育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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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
前身是上海日硝保温瓶胆厂，在经由
改造后，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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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嘉定区、前身为上海华东机

械厂厂房的翔立方综合运动体，以及
同样是由老旧厂房变身而来的宝山区
顽酷运动工厂、闵行区合川小镇……
类似的事例正越来越多。

屋顶空间利用

如今的上海，不少建筑物的楼顶
空间也成了被体育赋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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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绿结合”

“体绿结合”则是另一种“做加法”
的有效方式。

占地4500多平方米的大宁公园
市民健身长廊，它是申城“体绿结合”
的一个成功案例，在经由升级后，如今
那里的健身器材已达到50余套，共有
六个活动区域，可满足市民多元化健
身需求 。
而就在近日，位于静安区的中兴

公园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当市民们进
入这片绿色园地时，除了能赏四时景
外，还拥有了一处崭新的市民益智健
身点。

乡村振兴

在宝山区罗店镇的西埝村里，近
期多了一道新风景，一条贯穿东西、路
线经过许多村民家门口的红色塑胶步
道成了好多人的心头好。把村里的公
共场地更好地利用起来，让村民们多
运动、更健康———体育在乡村振兴中
也成了重要的一环。
据西埝村的村民介绍，在之前的

好些年中，村里公共场地的常见用途
是被改为菜地、养鸡养鸭、堆放杂物
等，既容易产生异味，不利于卫生维
护，也容易滋生邻里矛盾。如今，村里
将部分公共场地拿出来用于步道与健
身设施的建设，可算是一种美丽变身。
而在宝山区的天平村里，一条镶

嵌在绿地里的红色步道也成了村民们

茶余饭后的好去处。在方便村民出行
的同时，这条步道还将村里的河塘鱼
池、亲水平台、休憩座椅等景观与设施
串联了起来，成了村民们生活中日日
见、时时用的入门健身设施。

走入美景

结合“一江一河”改造，长宁区中
环高架苏州河桥下的公共空间于今年
变身为一处篮球天地。而在更早前，在
漫步道与骑行道建设上不断进行着完
善的黄浦江滨江步道，则是更早地在
市民中赢得了口碑。根据《上海市健身
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年）》，“聚焦‘一江一河’
等市民经常去、喜欢去的重点区域深
挖开发”已被圈出重点。
据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将出现更

多依托山、水、园等资源的体育建设项
目，如广富林郊野公园、佘山国家旅游
度假区等处的慢行步道和骑行道的功
能和品质将得到提升。

体育场地面积如何“无中生有”？

从2015年到2020年，根据官方数据，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1.76平方米增至2.35平方米，并且依照《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这股涨势将继
续保持，到2025年，该项人均数据计划达到约2.6平方米。

在世人皆知申城寸土寸金、可供用地少的情况下，这些每年都在增加的体育场地面积到底是如何被“无中生有”的呢？ 从市民们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
中，从《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其实就能找到不少答案。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围绕社区体育场地而展开的故
事中，上海已经拥有一个经历了时间
考验的典型样本。

自2004年开始运营的徐汇区康
健社区体育公园是本市首家社区体育
场，在经过多年打造与完善后，如今它
已可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差异化的全民
健身需求，日均服务居民约3000人
次，年服务十万余人次。在占地1.3万平
方米的康健社区体育公园里，年轻人
相约、家长带着孩子、年长者相携抑或
陪着第三代而来的画面日日可见。而
在他们口中，“就在家门口”“各个年龄
段都适合”“方便安心”就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几种描述。

考虑到申城可供用地的现实情
况，这个社区体育公园的模板或许无
法大范围复制，但在市民们的近身处，
举步可就的健身便利正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
2021年虽尚余尾声，但已有部分

区交出了“成绩单”。杨浦区在今年新
建改建了50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2
条市民健身步道、3片市民多功能运动
场。普陀区在2021年中新建改建了市
民健身步道12条、市民球场5片、市民
益智健身苑点45个、市民健身房4个
（其中3个更新部分器材），并新建长者
运动健康之家1个、亲子运动场地1片。

2021年，崇明区新建改建90个市民益
智健身苑点、15条市民健身步道、10片
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近些年，无论是市民益智健身苑
点，还是市民健身步道和市民多功能
运动场，皆被列入到上海市政府体育
实事工程项目中。从目标预告到完工
说明，每一年的进度都有始有终，每一
年的更新和增加都有记录可考。实际
上，在今年9月底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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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指出，健身
设施建设要重心下沉、贴近群众，以市
民需求为导向，精准分析区域人口密度
和交通可达性，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尽可能让市民“举步可就”。
“15分钟”，这个神奇的便民密码其

实已在部分市民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
用。彭浦镇是静安区内面积最大的一
个街镇，地域南北狭长、居民分布面较
广和人口结构偏老龄化是它的特点。
如今，通过99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19
条市民健身跑道、2个公共运动场和1个
健康智慧小屋的串联，“15分钟体育生
活圈”已在彭浦镇里显露功效。

“15分钟”神奇密码

实事工程中的举步可就

城市升级势头强劲 可为之地细针密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