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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50%上海人常体育锻炼

健步走、跑步、自行车人气领先
你知道吗，在2022年上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

例已达到50.1%，较2021年的49.0%增加1.1个百分点，历
史上首次比例过半。而在受大众喜欢的体育锻炼项目中，健
步走（49.8%）、跑步（43.4%）、自行车（34.2%）正是人气领先
的前三位。 以上权威数据就来自于新近发布的《2022年上
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代表性数据持续向上
主要“动因”健体减压

上海举办国家
基地教练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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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学生健身操赛
舞动青春

在历年发布的《上海市全民健身
发展报告》中，“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这
两项往往格外醒目。

截至2022年底，上海市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2.51平方米，较2021年
人均2.44平方米增加了0.07平方米；
本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已
达到50.1%，较2021年的49.0%增加1.1
个百分点，历史上首次比例过半。

去年，上海市继续推进健身设施
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新增体育

场地面积147.83万平方米，各区共完
成健身设施重点项目1949个。其中
包括：都市运动中心12个、社区市民
健身中心10个、市民健身驿站32个、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54个、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1319个、市民健身步道147条、
市民多功能运动场144片、社会足球
场（含社区足球场）20个、体育公园3
个、大居体育设施3个、羽毛球场186
片，以及其他区级项目19个。

《2022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
告》显示，在19周岁及以上市民中，50

周岁及以上市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高于 50 周岁以下市民。与
2021年相比，40周岁以下市民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略有上升，40周
岁及以上市民该比例路微下降。疫情
期间，线上健身成为网络爆款，年轻市
民采用线上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
锻炼。中老年市民受制于线上工作和
照顾家庭的双重压力，或者受制于体
育锻炼场地的可获性，体育锻炼受到
一定影响。

去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上海
市民进行锻炼前三位的目的是：改善
体质、增进健康；增加体力活动；调节
情绪、减轻压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上海市民选择比重前三位的体育锻
炼项目分别是健步走（49.8%）、跑步
（43.4%）、自行车（34.2%），再往后则是
羽毛球（31.5%）、游泳（19.8%）等。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四化”趋势愈加明显

与历年版本相比，《2022年上海
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划出了哪些新
重点呢？上海体育大学公共体育服务
研究中心作为第三方承担了报告的评
估工作，该中心负责人戴健教授表示，
均等化、标准化、融合化、数字化的趋
势已进一步显露。

“均等化是公共体育服务构建中
特别需要强化的一点。这在上海近几
年的建设中有了明显变化，比如都市
运动中心的区级覆盖率，还有社区健
身中心在街镇的覆盖率等，这些都有

提升，让市民们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去
到健身空间。”戴健教授介绍道。

标准化，它则在推进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是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重要抓手。

融合化的代表性体现则是“体育+
医疗”模式。去年，上海继续组织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运动健康师培
训，开展“体医交叉培训”。 本市16
个区已全部开展“运动干预”项目，就
老年人功能性体适能、高血压、糖尿
病、体质改善等进行运动干预，有效干
预人数达4209人。

近几年，上海正积极推进体育服
务数字化的转型。“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条件的或基本符合条件的公共体育
服务场馆，就接入一网通办。接入以
后，可以方便市民参加体育锻炼，比如
场馆预订、信息服务查询等，在这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的成
长，出现在总决赛现场的上海市台球
协会赛事管理中心副主任、国际级台
球裁判员郑伟利相当有发言权。算上
今年，他已经七次带队参赛，是该赛事
不折不扣的老朋友。本届比赛，他率
领的睿弗利一队战胜了夺冠热门丁俊
晖海上海队，但遗憾止步八强。

谈到坚持参赛，郑伟利表示，不同
于职业赛事，俱乐部联赛最重要的是
让更多选手参与进来，进而帮助台球
运动普及和推广。有了比赛的支撑，
业余选手才有更多机会感受比赛气
氛，加入到台球大家庭中的爱好者自
然也会越来越多。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台球俱乐
部联赛创办于2016年，初衷在于化解
上海斯诺克运动出现的“断层”之忧，
同时为沪上台球俱乐部搭建一个互相
学习、交流、提高的平台。

八年时间里，赛事持续得到社会
各界及广大俱乐部的积极支持和响
应。即使在三年疫情特殊时期，比赛
也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见缝插针持续
推进，成为上海台球行业抱团取暖、共
克时艰、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历经
多年的耕耘和打磨，如今的赛事内容
更加丰富、竞争更加激烈，参赛队伍水
平不断提升，已然成为上海台球又一
项经典赛事。

对此，郑伟利坦言相关赛事的成
功举办，无论是对台球运动还是对俱
乐部经营者来说，都有着积极向上的
意义。他认为这个创办了八年的品牌
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帮助台球爱好者
提升水平，帮助台球俱乐部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比赛多了，来俱乐部练球
的球员自然多了，凝聚力也更强。大
家其实每年都盼着这个俱乐部联赛，
能走出去和不同的俱乐部进行交流。”

搭建沪上台球运动学习、交流、提高平台——

16家球会争夺“俱乐部之王”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邓睿侃

6月24日，“美设国际·乐棋杯”第
八届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总决赛
（斯诺克）在上海健英超越台球俱乐部
拉开战幕。沪上16支台球俱乐部队从
预选赛中杀出重围，向今年的上海台
球“俱乐部之王”荣誉发起最后冲刺。

决赛当天虽然天降大雨，但选手
们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比赛还未开
始，各俱乐部成员已齐聚一堂展开交
流，而即将参赛的选手们早早整理装
备，跃跃欲试。

近年来，上海业余、职业台球赛事
激增，台球俱乐部联赛更是连续举办
八届。随着越来越多球会踊跃报名参
赛，赛事在普及、发展台球运动方面的

成绩有目共睹，在沪上建立了良好的
口碑。

今年的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上
海市体育总会全程指导，上海市社会
体育管理中心（上海市体育竞赛管理
中心）主办，徐汇区体育局、徐汇区体
育总会、上海市台球协会承办。正赛
于5月初启动，以斯诺克15红球团体
对抗赛为项目，分预赛和总决赛两个
阶段进行。其中，预赛采用了主客场
赛制，让参赛选手能够体验更浓烈的
竞技氛围。

此前结束的预赛，传统强队丁俊
晖海上海队、八度球会队、球友荟一
队，星伟愚园队、绅仕队等表现依然抢
眼，悉数以小组第一入围决赛圈。其
他入围队伍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虽然

名次落后，但终极目标都是拿下冠军。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杨浦区的

绅仕台球队脱颖而出夺得冠军，青浦
台协队收获亚军，浦东新区的八度队
和杨浦区利都桌球队并列第三名。

值得注意的是，绅仕台球队是继
丁俊晖海上海队后，第二支在该赛事
中二度夺冠的队伍。丁俊晖海上海
队曾在2016年、2021年拿下冠军，绅
士台球队则在2020年第一次获得桂
冠。

经过八届赛事，已有先后六支俱
乐部队荣膺“俱乐部之王”称号，但从
未有队伍蝉联冠军，竞争激烈程度可
见一斑。未来是“三冠王”率先出现，
还是另有“新王”诞生，广大球迷拭目
以待。

解决“断层”之忧
增加会员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