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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市体育局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规资局、市
住建委、市绿容局共同制定的《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发布。 其中提出，

到2025年，本市新建或改扩建健身设施项目不少于800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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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发布

针对短板提出三大聚焦目标

从官方数据来看，至“十三五”期末，上海体育场地总面积585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35平方米，公

共体育设施场地面积占体育场地总面积的23.25%。 依照《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这股涨势还将继续保持。

不过，同样是“做加法”，如何才能更对症下药、直击痛点呢？ 在新发布的《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中已经有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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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全国平均
水平。不过，在持续“做加法”的同时，
总量不足仍是一个客观事实。
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各类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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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
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
划》，在这一周期里，本市计划新建或
改建都市运动中心41个、社区市民健
身中心152个、市民健身驿站164个、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5948个、市民健身步

道749条、市民多功能运动场499片、
社区足球场110个、体育公园15个。届
时，都市运动中心将实现区级全覆盖，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市民健身驿站将
实现街镇全覆盖，新建社区和行政村
的健身设施覆盖率都会达到100%。
在向这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用

好规划体育用地”会成为重点环节。比
如，有关部门将对已批未建体育用地

实施评估，对其中可利用的土地明确
实施路径和具体方案，而对被违法占
用的土地，则限期清退整改或另择地
补偿。
此外，“盘活城市金角银边”和“加强

土地复合利用”也成重要着力点。比如，
可利用屋顶、高架桥孔洞等城市低效空
间建设健身设施，也可利用尚未完成供
地的地块建设临时性室外健身设施。

针对健身设施分布不均的实际情
况，未来本市有关部门将在均衡化供
给上做更有针对性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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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都已被明确写入到《上海市健身设施
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中。

在中心城区健身设施的供给中，
未来本市将随着正常的城市更新工程
对老旧小区的健身设施布局进行优
化；支持在商业楼宇、公共建筑屋顶以
及地下空间内建设健身设施；鼓励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各种类型的健身设
施；严格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与
检查，确保既有设施不被侵占；按照有
关规划和建设标准，对新建居住小区

配建社区健身设施。
在增加新城健身设施供给上，未

来上海的每个新城都将新建至少一个
都市运动中心或体育公园，同时社区
市民健身中心要实现街镇全覆盖。

在补齐大居健身设施供给上，上
海规划建设大居配套体育设施11处；
社区内至少要有一片公共活动场地
（含室外综合健身场地）；新建居住社
区将建设一片不小于800平方米的多

功能运动场地。
在提高球类场地供给上，未来上

海会重点提高大众参与度较高的羽毛
球、足球、篮球等球类健身场地供给；
会增加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内羽毛球场
地的配置比例；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
规划配建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同时既有城市社区也要因地制宜配建
社区足球场地设施。

未来，本市将在深化智慧体育场
景应用、推动体育设施高效开放、完善
设施建设服务标准这三方面齐头并
进，努力实现高效能供给。

在深化智慧体育场景应用方面，
上海将新建或改建一批智能化场馆，
同时建立健身设施的数据平台。

在推动体育设施高效开放方面，
除了体育场地将全年、全面向社会开
放外，公办学校也会积极创造条件，向
社会开放体育设施。同时，有条件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与社区也会把它们附
属的体育场地共享出来。

在完善设施建设服务标准方面，
本市将着力完善健身设施的建设、管
理、开放、服务标准；鼓励健身设施在

设计初期就同步考虑运营机制；不需
要增加投入或提供专门服务的公共体
育场馆，应当免费开放，需要增加投入
或提供专门服务的可适当收取费用，
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①聚焦总量不足短板

目标：实现多方位供给

②聚焦分布不均短板

目标：实现均衡化供给

③聚焦利用率不高短板

目标：实现高效能供给

新一轮“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认定将启动

巴黎周期会有何不同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认定办法》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精品工程，国家体育总局从2004年开始，以奥运会为周期，在全国

开展了“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工作。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

后，新一轮的“基地”认定工作将开始启动，同时《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认定办法》也进行了修订。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依据印发的《国家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办法》，“基地”实
行申报、认定制度，以夏季奥运会为
周期，每四年进行一次。认定条件与
标准是认定工作的依据，认定过程
中所涉及的项目为奥运项目。

由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
至2021年举办，导致巴黎奥运会周
期比起以往四年一届变得更短，意
味着下一轮“基地”的认定周期或有
可能就是三年的时间。更短的认定
周期，不仅意味着准备的时间更少，
更对输送和大赛成绩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在新认定办法的第八条中，指

出“大赛成绩达50分（县级体校达
30分），运动员输送达本项分值满分
的90%（县级体校须为满分），其他
一级指标达本项分值满分的80%，
可作为前两类备选单位进行申报。”
对比上一轮的认定条件，大赛

成绩的认定标准有所提高。上一轮
上海市共参评了超过20家的单位，
其中有几家单位大赛成绩并未达到
30分的标准，最后也作为高水平基
地获评了。但本轮由于明确的大赛
分的达标要求，更有了三类基地的
评选。从这点来看，新周期大赛成绩
不达标的单位本轮获评的可能性很
小。

此前，上海市体育局授牌了首
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
培养基地”，将社会办训力量纳入上
海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除
了“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
培养基地”称号外，上海市体育局还
对获评的社会力量给予了多方面的
支持，包括开放竞赛体系的报名，为
社会办训机构提供专业化培训等。
而在新周期，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认定办法》中，同样对社会力量打
开了大门。认定办法中，第三条表
示：各级各类体校、学校、社会俱乐
部等相关单位均可申请参加“基地”

认定。明确了体校、学校、社会俱乐
部这三类申报主体。新晋的社会力
量办训机构在新周期也同样有望成
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从新周期扩大认定范围上来
看，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国家体育
总局对于扶持社会力量办训的决心
和方向。
在首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社会培养基地”中，特别是一些
获评精英基地的社会办训机构在去
年的奥运、全运赛事中有所表现，例
如马术、攀岩等运动项目，对参与国
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认定
将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新周期的认定办法中，
对于“基地”的训练团队要求也有所
变化。对于教练员职称学历的分值
权重由原来的15%下降至10%，但教
练员培训的分值权重由原来的15%
上升至25%。新增加了有关全国性体
育社会组织主办的岗位培训、短期
培训、各类讲座等继续教育类培训，

即行业协会，全国性的体育联合会。
在训练计划执行的打分中，新

增了周训练计划中运动负荷的安
排，推动各级训练单位训练科学化。
除了教练员团队外，还提高了

复合型保障团队的要求，从体能、
医疗康复、科研、心理、营养五个
部分进行打分。

推动科学训练 鼓励自我更新

扩大认定范围 社会力量纳新

周期或将变短 要求有所提高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