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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

为市民健康加码
为城市发展赋能

身边的健身设施更多了，可供选择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更多了，体育运动和其他休闲
消费融合的生活场景也更多了……根据近日召开的2024年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在2023
年，申城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而在2024年里，上海体育的这一篇章也依旧
干货满满，值得期待。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回首精彩印记 开启新征程

2024年上海
市青少年体育工
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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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秀运
动队“大比武”

上海体育年度印记活动再现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丁荣

2月2日，体荟魔都2023上海体育
年度印记活动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
行，共同为刚刚过去的2023年呐喊喝
彩，为已经到来的2024年加油鼓劲。

体荟魔都2023上海体育年度印
记综合运用视频回顾、现场舞台演讲
秀等多种形式，展现了过去的一年，上
海体育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赛
事、体育产业、青少年体育、体育文化
等方面的高光时刻与动人瞬间。

2023年，上海体育健儿勇夺19项
（次）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冠军：游泳运
动员覃海洋荣膺世界“蛙王”、获世界
泳联年度最佳男子运动员称号；网球
运动员张之臻不断突破自我、改写历
史，在杭州亚运会夺冠，助力中国男子
网球时隔29年重登亚运会之巅；乒乓
球运动员樊振东接过上海乒乓的荣耀
接力棒，继续书写拼搏传奇的故事；跳
水运动员陈芋汐让神奇的水花消失术
一次次上演，波澜不惊的背后正是日
复一日高水平的训练叠加……

拓展全民健身公共资源，构建更
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归根
到底就是要让市民运动越来越便利，
让不同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方式，让市民成为“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体育为人民”的见证者和受益
者。“最好的养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
的运动生活方式”“在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我从‘老吴’变成了‘小吴’”“谢谢
上海体育消费券，让我的多巴胺分泌
更有‘性价比’”“因为喜欢五子棋和体
育运动，让我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活
动现场，三代人动情讲述，这是他们自
己的故事，也是每一个热爱运动热爱
体育的人的心声。

国际化的上海正在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而浓厚的体育氛围也是很多
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国友人恋上魔都
的重要理由。来自法国的 Jacques
Roizen现场讲述他与上海体育的故
事，他从 2019 年开始参加上海马拉
松，备战上马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让他保持自律，开启意义非凡的
旅程。跑马时上海街头那些陌生人为
他加油，让他充满感动；选手与选手之
间的惺惺相惜，让他感受到了友情；那
些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志愿者，让他的
上马之旅增添温暖。2024年的上海
马拉松，更是让他充满期待。

从上海体育博物馆的“集聚效
应”，到体育文化的“辐射力量”，2023
年，上海体育博物馆成为体育热门打
卡地，上海体育宣讲团也走进校园，完
成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校园全覆

盖，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体育文
化的魅力和体育精神的力量。

正在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上海，
每一个区、每一条街道都脉动着体育的基
因。活动现场，16个区体育局的宣讲员用
16个关键词，16段简短而有力量的精彩话
语，映射上海16区的体育人共同建设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的信心与动力。

2024年，启跑新程的号角已经吹
响，上海体育将进一步发挥体育在支撑
上海城市重大战略任务中的重要功能，
展现体育在服务上海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体育在助力国际化
大都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更具
竞争力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培育
更具消费带动效应的体育产业发展体
系，探索更加有效的体育市场治理体
系，为城市发展赋能，为市民幸福加码，
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
表示：“刚刚过去的2023年，众多的体育
纪录已经被改写，已然到来的2024年，
相信上海体育一定还会创造更多的历
史。上海体育产业繁花似锦、海派体育
文化源远流长，在向着更快、更高、更强
和更团结的目标迈进的征程中，相信上
海体育人一定可以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顽强拼搏、不断超越。”

在世人皆知申城寸土寸金、可供
用地少的情况下，上海的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却是在持续地做着加法。得益
于多管齐下的布局和利用，据初步统
计，截至2023年底，本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2.61平方米，较上一年增
加0.10平方米。

2024年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于
上周举行，根据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在
2023年，上海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民心
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任务，建
成各类健身设施项目1804个，包括：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33个、市民健身步
道 81 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1301 个
（市级671个、区级630个）、市民健身
驿站101个、市民运动球场245片（其

中羽毛球场171片）、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43个。另外，在过去的一年中，本
市有关部门还评定了八个都市运动中
心，同时，包括徐家汇体育公园在内的
一批体育重大工程也建成开放。

在拥有了更多体育场地条件后，
如何科学有效地对公众开放，这也是
一门功课。“一网通办”是上海政务服
务的金名片，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有
力支撑，在过去一年中，上海市体育局
会同有关部门，优化“一网通办”平台
体育场馆预订公共服务。数据显示，
本市公共体育场馆在去年主要节假日
累计服务市民约150万人次。与此同
时，上海的“来沪动｜健身地图”、长者
运动健康之家则是入选了全国智能体

育典型案例。
2023年已落幕，2024年是要继续

打拼、努力再接再厉的一年。今年，上
海市体育局将推进民心工程和为民办
实事项目建设，落实全民健身公共资
源拓展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按时全面
完成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新建社区
市民健身中心30个，新建和改建市民
健身步道60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600个、市民健身驿站60个、市民运动
球场150片。同时，市体育局也将会
同市民政局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不
少于25家。

另外，在新的一年中，本市还将
在以下方面发力：持续创建全国第二
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推进全
民运动健身模范街镇建设试点；加快
建设体育公园，打造都市运动中心新
型体育服务综合体；推进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加强公共体育场
馆设施信息化建设，提高便民服务水
平；做好全民健身发展指数评估及运
用。

2023年是聚焦本市体育发展“十
四五”规划中期评估、推进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建设的关键一年。在这项大计
中，包括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在内的沪
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既为市民的健
康幸福加码，也为城市与相关行业的
发展赋能。而在2024年里，这片大舞
台将依旧好戏不断。

去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共举办
赛事活动7895场，850万人次参与，其
中包括：线下赛事活动7269场、527万
人次参与；线上赛事活动626场、323
万人次参与。根据2021-2023年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三年影响力评估报告，
已有 2550 万人次参加过该联赛，其
中，25岁至44岁群体占比最高，达到
44.37%；私营/民营企业是城市业余联
赛的重要办赛主体，占比65.53%，践
行了联赛“开门办赛”的核心理念。

2023年，共有249家社会组织和
企业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成为城市业
余联赛的合作伙伴，共举办赛事活动

7895场，共有850万人次参与，其中包
括：线下赛事活动7269场，527万人次
参；线上赛事活动626场，323万人次
参与。2023年城市业余联赛安排政
府引导资金2500万元，实际吸引社会
办赛资金1.5亿元，为上海各行业带来
的产业效应是赛事投入的57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上海体
育消费券配送达4000多万元，近700
家定点场馆参与，市民领券约340万
人次、用券190万人次，拉动场馆直接
消费超过1.3亿元。

2024年，申城全民健身舞台上的
重头戏是上海市第四届市民运动会。
由于办赛时间和奥运会同步，所以市
民运动会也被大伙儿亲切地称为“市
民身边的奥运会”。从第一届办到了
第四届，今年市民运动会的总体设计
将更具创新性，赛事体系和项目设置
更加灵活多样，办赛标准更高，覆盖人
群更广，旨在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高
品质、多样化的运动促健康需求。

赛事活动大舞台
还有可观经济账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上海再接再厉做加法

16个区体育局部门代表介绍各区体育年度关键词

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左一）为魔都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