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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申城体育场地
与健身设施的建设走出了一
条既有“大而全”也有“小而
美”的特色之路。 截至上周，

上海在本年度内已挂牌的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达到31个，

已进入申报流程的都市运动
中心有12家。 另外，在今年9

月底时， 市体育局于年内已
高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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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并超额完成全年
建设任务。 等到明年2月前
后， 徐家汇体育公园的新建
综合体也将对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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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大而全”也有“小而美”

体育场地建设走出特色之路

从2017年12月开工至今，徐家汇
体育公园的建设工程已经持续了四
年，作为申城老地标升级的代表，它的
近况总是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如今，
终于有新消息传来。据记者从上海市
体育局了解到，徐家汇体育公园内的
新建综合体预计在明年2月前后率先
迎宾，而上海体育馆和上海游泳馆则
可能要到明年六七月份才能开放。

根据规划方案，徐家汇体育公园
会在保留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上
海游泳馆、东亚大厦这四大建筑的基
础上，多出一处新建综合体。在今年夏
季时，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该新建综
合体的官方昵称已被确定为“万体
汇”。

关于这个昵称的创意由来，其实
既有多方面的呼应，也包含了美好的
期待。上海体育馆一直也被市民称为
“万体馆”，如今承古通今，而“万体汇”

则不仅与徐家汇呼应，还意味着新建
综合体会将各类综合运动场馆汇于一
处。
“万体汇”是一处下沉式体育综合

体，所利用的主要是地下空间，共设两
层，建筑面积达到59911平方米。考虑
到市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它在
设计时包含了33片羽毛球场、30片乒
乓球场、3片网球场，另外，它在户外还
设有4片全场与8片半场的篮球场、4
片网球场等设施。
从徐家汇体育公园内五座建筑的

进度来看，由于改造升级工程中包含
了既要保护原有结构又得符合各项新
标准的要求，施工难度较高，所以原有
的四大建筑反而要稍后才能与市民朋
友们见面。

在原有建筑改造升级的方案中，
一是要优先满足顶级赛事及赛事配套
空间布局需求；二是要“量体裁衣”，对

既有建筑空间进行匹配性改造，布局
全民健身和专业服务功能。
改造后的上海体育场仍将作为一

座能够承办综合性运动会的体育场；
上海体育馆的结构得到加固改造，在
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成为能够举
办顶级国际赛事的综合性室内场馆；
上海游泳馆在硬件设施提升后，将更
好满足市民健身游泳和青少年业余训
练的需求；东亚大厦将被打造成徐家
汇体育公园的综合运营管理中心，同
时也会是相关体育组织的办公区域。
未来，徐家汇体育公园将通过场

馆功能升级和户外环境改造，成为“体
育氛围浓厚、赛事举办一流、群众体育
活跃、绿化空间宜人”的市级公共体育
活动集聚区，主要承担承办国内外顶
级体育赛事、满足市民健身休闲要求、
开展青少年业余训练和引领体育产业
发展四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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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长期“做加法”，但必须
要承认的一点是，申城的健身设施建
设仍存短板。

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处长
余诗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上海
健身设施建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总量不足，本市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市民身
边的健身设施还不够。第二，分布不
均，中心城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都
在1平方米左右，群众喜闻乐见的球类
场地设施较少。第三，利用率不高，部
分体育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社区健身设施质量有待加强。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在新一

阶段中，本市的健身设施建设便有了
主攻方向。目前，市体育局已经有了针
对三大方向的共11条计策。

第一个方向是要实现多方位供
给，其中包括四条，分别是加快设施项
目建设，用好规划体育用地，盘活城市
金角银边，加强土地复合利用。第二个
方向是要实现均衡化供给，其中包括
四条，分别是扩大中心城区供给，增加
新城设施供给，补齐大居设施供给，提
高球类场地供给。第三个方向是要实
现高效能供给，其中包括三条，分别是
深化智慧体育场景应用，推动体育设
施高效开放，完善设施建设服务标准。

在可供用地少的情况下，想要让
全市的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持续“做
加法”，加强土地的复合利用已成为当
务之急。而在2021年中，于高架桥下陆
续出现的体育场地就是此番探索中的
代表之作。

坐落于真北路与云岭西路交叉口
的中环高架桥下的中环篮球公园，虽
说它才开业七个月，却已赢得了不少
体育爱好者的心。
“想要在城市中心区域拿到5000

平方米的土地来开体育场馆，这是很
不容易的，但因为有了对高架桥下空
间再利用的项目，这件事就有了可
能。”中环篮球公园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由于该公园利用的是高架桥下空
间，所以纵深比较长，从第一片篮球场
走到最后一片篮球场得有七八百米，
而在篮球场的后面，还有足球场和网
球场。“我们公园的一期工程是5000
平方米左右，而在没启动的二期中，则
还有3000到4000平方米。”

作为对高架桥下空间再利用的代
表性案例，中环篮球公园在建设过程
中为了适应场地条件，也做了一些折
中处理。比如，该公园内的篮球场并非
都是标准场地，部分只能在宽度上尽
可能向标准靠拢，而在长度上满足三
对三篮球的要求。

另外，在桥下空间高度较充裕的
区域，该公园建的是篷式球场，可根据
不同的天气条件选择打开或关上两侧
透明的围挡。而在桥下空间高度较低
的区域，公园建的就是露天球场。

如何提高利用率，这是城市中体
育场地运营方都会面对的问题。在市、
区两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环篮球
公园每天上午的7点至9点为免费开放
时段。而在晚间时段，每晚10点半后该
公园就进入无人化球场模式，为都市
夜间稀缺的体育场地资源注入了一股
力量。
“有些紧邻着居民区的球场，为了

夜间不扰民，都是没法做到24小时开
放的。但每天的夜间时段，部分市民又
确实有运动需求，比如加班后想放松
一下。我们这个公园建在高架桥下，不
会对居民区造成影响，再采用夜间无
人自动化管理模式，就正好可以补一
下这方面的短板。”中环篮球公园负责
人介绍道。

桥下空间量体裁衣
复合利用已成重点

身边设施仍不充足

下阶段建设明确三大方向

徐家汇体育公园将开放

明年2月“万体汇”率先迎宾

数据
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各类

市民健身步道（绿道）、骑行道

总长度1954公里，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 17556个 、 市民球场

2714片、市民健身步道（绿道）

1669条、市民健身房186个。

目标
根据 《上海市体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新

建或改扩建健身设施项目不

少于8000个（条、片、处），新增

体育场地面积不少于600万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平方米左右。

都市运动中心实现区级

全覆盖，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市民健身驿站基本实现街镇

全覆盖，逐步扩大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街镇覆盖面，新建不少

于100家； 新建社区健身设施

覆盖率达到100%、 行政村健

身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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