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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上海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软硬件，大家建、大家享

2023年青少年体育
专题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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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俱赛排球
项目比赛举行

“招人待见”的团建是什么样的？当这个职场老话题
遇上越来越红的都市运动，不少人似乎找到了新的平衡
点。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让上班族们挑战100公里，这听
起来是否难度颇高？不过，在刚过去
的这个周末里，来自上海九大城区、横
跨近20个行业的42支企业队伍，就
在东方体育中心里共同挑战了这场

“团建大戏”。
“不要被100公里劝退，因为这是

一场团队赛。”科思创勇拓队的成员们
点出了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聚力前滩·
东体铁人三项企业挑战赛的核心。第
一届时获得亚军，第二届时圆了冠军
梦，今年已是这支队伍第三次参加该
项赛事。

游泳、自行车和跑步，这是铁人三
项的核心三元素，不过，当它的面向对
象换成普通大众后，自然得有因地制
宜的改变。为了把门槛调到普通健身
爱好者也能参与的程度，东体铁三赛

采用团队接力的方式来进行。100公
里的挑战被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五
公里游泳、65公里自行车和30公里跑
步。除了规定每支队伍都至少要有一
名女队员和三个板块各有关门时间
外，如泳姿、每名队员负责的距离等都
可以较为轻松地自由选择。

在拥有了之前两届的成功办赛经
验后，今年这项堪称是申城“团建大
戏”的赛事还迎来了参赛规模上的扩
容——参赛队伍数从30多支增至42
支。即便如此，具体到每支队伍里的
每个名额也依旧抢手。“去年我们公司
组队参加过的，成绩不错。今年员工
们的参与积极性更高了，队员名额都
不够分了，要竞争上岗了。”一位参赛
者分享道。

而在科思创勇拓队的主力队员亨

利看来，平时日积月累的运动基础和
像东体铁三这样的大项赛事，它们之
于运动爱好者来说就像是“日常餐”和

“大餐”，而在叠加了“企业团队赛”的
标签后，则有助于职工体育和企业内
合作氛围的提升。

为了让更多之前没有接触过铁
三项目的上班族们更好地入门，此次
赛前在8月份的每个周末，东方体育
中心内都开展铁三体验营，邀请上海
铁三协会的专业教练对参赛者进行
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赛者快速积累铁
三经验、熟练掌握铁三技巧、适应运
动装备等以顺利完赛。同时，本次赛
事还首次与前滩地区商圈深度合作，
推出东体铁三专属消费券，用体育赛
事拉动周边商圈消费，激发新的消费
活力。

早些年，在与体育元素相关的
团建中，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还是
颇受欢迎的。不过如今，随着理念
的更新，相关趋势已是越“团”越受
宠。

举个例子，与一对一或者二对
二的乒乓球、羽毛球相比，像以团队
接力形式开展的铁人三项，或者天
生自带“同舟共济”属性的龙舟、赛
艇等项目，它们真就是在当下背景
中可享有加成。并且，在越“团”越
受宠的趋势下，这些新兴的都市运
动又与以足球、篮球为代表的老牌
传统项目渐渐分成了两条“跑道”。

“足球和篮球肯定会继续拥有
长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但当我们
单位在开展一次主旨是要吸引更多

员工参与进来的活动时，它们有时
就不是最佳选择。跟足球、篮球相
比，大家在龙舟、赛艇上的起步点
可能更接近，更容易在一起尝鲜、
一起训练。”一位负责企业工会工
作的体育爱好者分享道。

近年来，以赛艇、桨板为代表
的都市水上运动有了明显的崛起
势头。据记者了解，就分布于申城
各水系中的水上俱乐部来说，承接
来自企业的体验活动基本都已成
为各家的日常重要业务之一。“这
些体验活动的氛围都是比较有趣
的，在有过前一两次的起步后，确
实当中有部分参与者就成了我们
的会员。”开在滴水湖的一家水上
俱乐部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

发展趋势：越“团”越受宠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日前，按照2023年市政府重大行
政决策工作安排，市委、市政府审议通
过了《上海市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下称
《实施意见》），由市全民健身（足球改
革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结
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与《上海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建设纲要》《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2021-2025年）》等文件保持衔
接，立足“十四五”，展望2035年，落实
国家要求，体现上海特色，满足群众需
求。

家门口的健身设施如何布局、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如何开展、运动促进
健康新模式如何建立等群众关心的具
体内容，本报特别采访了撰写《实施意
见》的主要参与专家——上海体育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体育总局

“十四五”时期体育决策咨询专家曹可
强，针对《实施意见》进行了全方位解
读。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下
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
时，《意见》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
健身领域最高层次的顶层制度设计文
件

在遵循《意见》的精神，参考上海
市实际情况以及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规划，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了
《实施意见》，确定了到2035年，本市
全民健身公共体系的目标、原则、措
施。

《实施意见》的推出，更加明确了
政府的职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市民
提供全民健身服务，强调了政府作为
主导者的角色。同时，《实施意见》的

制定也体现了上海市政府以市民需求
为导向，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实施意见》中，上海市委、市政
府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即要在
2025年基本建成与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和健康上海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在2035年基本建成与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相适应的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并且在2035年达到全市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57%左右，
每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35个，市民
体质达标率98%左右。

这四个量化指标是依何而来，又
有何意义？曹可强教授对此进行了解
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平方
米这个数字是通过了前期调研，也是
结合全国情况做出的一个结论。”作为
超大型都市，上海的土地价格始终是
寸土寸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也一直
是一大痛点。但实际上，近年来上海

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有了不小的
增长。从数据上看，2020年底上海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35平方米，2021
年底为2.43平方米，2022年底为2.51
平方米，到2025年底预计将到达2.6
平方米。

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这
一量化指标，其实上海始终处于全国
前列，从数据上来看，全国这项指标在
2020年底时为37.2%，预计2025年将
达到 38.5%；上海则为 2020 年底的
46%、2021年底的49%、2022年底的
51。2035年预计将达到57%的这一
数字，则是经过从过去十年增长趋势
测算出的一个数字，其中也表达出了
市委、市政府鼓励更多市民参与体育
锻炼的想法。

在《实施意见》中提出的每万人拥
有体育健身组织这一说法，其实与《意
见》中有一定的差别，《意见》特指为经
过合法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而上海的
《实施意见》则更多鼓励小型化、社区化
的体育健身组织成为市民身边的健身

好去处。按照相关数据，2020年上海每
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达到了29个，要
在2035年达到35个应当不难。

最后一项量化指标是市民体质达
标率，虽然上海在2020年底就达到了
98.9%的数据，但这个指标存在一定的
反复性，所以在《实施意见》中特别提
出，还要做到优良率稳步提高。

除了四个目标性的量化指标外，
《实施意见》还提出每平方千米拥有体
育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左右，这项指
标的意义在于以人口为导向，推动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心城区、五
个新城、重点转型区域、人口相对集中
的郊区城镇和规划保留保护村等区域
合理倾斜。

曹可强介绍，《实施意见》提出，上
海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健身模范
城市，其中实现全民健身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重中之重。何为
治理？与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不同，治
理更加强调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在治
理体系中，社会组织、政府、企业、个人

都应当发挥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共同
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健身模范城
市而努力。

从体育“硬件”和“软件”两个方
面，曹可强也分享了上海目前的优势
与提升空间。硬件方面，上海由于土
地珍贵的特性，拓宽增量较难，但盘活
存量也许是一条好的出路。“除了公共
的体育场馆资源外，其实上海还有大
量的学校资源，机关、企业、营利性场
馆的资源。”目前，上海的学校体育场
地开放已经开始实施，接下来，上海将
进一步鼓励、推动机关、企业、营利性
场馆的公益化开放。

而软件层面，上海市委、市政府重
视体育服务，上海市体育局也是全国
体育相关机关中的“全民健身排头
兵”，着力构建“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
身、人人会健身”的全民健身氛围。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改革也是上海的
特色之一，目前上海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6万2千多人，在与单项运动协会
合作后，还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专业化、年轻化。此外，上海的
全民健身赛事丰富多彩，从市级的城
市业余联赛，到区级的“约战普陀”“黄
浦我来赛”等区级赛事IP，再到街镇、
社区的社区健康运动会、社区体育联
盟赛，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赛事体系。

曹可强表示，《实施意见》向市民
传达了鼓励体育健身的信息，上海市
委、市政府也将在公共服务范围内满
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
引导、鼓励广大市民参与全民健身，达
到让老百姓全年龄段、全周期、24小
时能找到健身场所、健身服务。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也离不开体育
企业，希望体育企业能行使社会责任，
提供途径，上海市委、市政府也会帮助
各类的体育组织、体育企业在未来体
系构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
的角色，实现上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大家建、大家享。

团建遇见都市运动

上班族挑战100公里“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