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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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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上海市
学生运动会闭幕

2025年上海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持续提升市民体育获得感持续提升市民体育获得感
抓收官，启新程。2月27日，2025年上海市群众体育工

作会议在体育大厦召开，部署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市体
育局副局长宋慧出席会议并讲话。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方面，
2024年上海超额完成年度民心工程
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建成社区市民健
身中心34个、市民健身步道89条、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1186个、市民（职工）
健身驿站81个、市民运动球场183片、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38个。新增都市
运动中心八个。配建“国球进社区、进
公园、进园区”乒乓球台833个。全年
配送体育消费券6000万元，定点场馆
超 800 家，拉动场馆直接消费 1.9 亿
元，拉动总消费超10亿元。全市公共
体育场馆在全民健身日和主要节假日
服务市民200万人次。“走进市民健身
中心”系列活动被评选为上海市2024
年优秀政府开放活动。

在赛事活动方面，成功举办上海
市第四届市民运动会，开展赛事活动
9100场，超 1100万人次参与，吸引社
会办赛资金超2.2亿元。牵头举办第
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办
好上海市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永远跟党走·2024年上海城市徒
步嘉年华、上海市国球“三进”系列争
霸赛、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上海
分会场等活动。上海代表团参加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

得一等奖两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
13个。非奥项目持续发展，居文君夺
得2024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
锦标赛超快棋冠军。

在科学健身指导方面，制定了《上
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总结推广社区运
动健康中心建设试点成效。支持杨浦
区创新运动干预门诊。五个项目入选
2024 全国科学健身指导典型案例。
发布首批上海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品
牌。全年完成体育服务配送超过2万
场。开展常态化体质监测。组织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万村女性社会体
育指导员培训。

过去一年，上海的全民健身治理
水平持续提升。浦东新区、杨浦区巩
固全国第一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
（区）创建成效。嘉定区、徐汇区、奉贤
区、静安区入选全国第二批全民运动
健身模范市（区）创建名单。市体育局
公布了第三批上海市全民运动健身模
范街镇建设试点名单，连续12年发布
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全市公共
体育服务质量监测整体处于满意水
平。

2025年，上海将着力建好市民身
边的体育健身设施。推进落实2025
年市委、市政府体育类民心工程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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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500个、市民
（职工）健身驿站58个、市民运动球场
130片（其中羽毛球场100片）、长者运
动健康之家20个。增加商务楼宇健
身设施，拓展职工健身场地。加快体
育公园建设。打造都市运动中心新型
体育服务综合体。开展“国球进社区、
进园区、进公园”活动。做好2025年

“乐动上海”体育消费券发放工作。加

强体育场馆开放运营管理，提高体育
场馆使用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

在全民健身活动方面，将举办
2025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构建完善的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满足各类人群
的体育参与需求，推动赛事活动“进商
圈、进景区、进街区”。组织参加第十五
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广泛开展面向
市民的“我要上全运”选拔。牵头举办
第五届长三角体育节，办好上海市社区
健康运动会、全民健身日和体育宣传周
等特色活动。促进武术、智力运动、科
技体育等非奥项目发展。

在完善市民身边的科学健身指导

方面，将深入实施运动促进健康三年
行动计划，推广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深
化体医融合，探索设立与科学健身相
关的特色门诊。完善体育服务配送，
帮助更多市民掌握科学健身知识和技
能。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办好科学健
身指导体验周等特色活动。做好全国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与全民健身活动
状况调查。

上海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
高质量发展。做好“十四五”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评估总结，起草新周期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促进体育与教育、卫
生健康、文化旅游、养老、绿化等领域
融合发展，加强体文商旅展联动。做
好年度全民健身发展指数评估。试点
运动积分，完善全民健身激励机制。
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积极开展长
三角区域和国内国际全民健身领域交
流合作。

治理水平进一步增强
市民获得感不断提升

2025再启新程
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赛事影响力报告

看市民对大众赛事的“直球”期待
上周，《2024年上海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发布，参赛规

模达到3.8万人的上海马拉松以总得分944分，排在了去年
上海赛事影响力榜单的第四位。上海马拉松，它既是世界田
联的路跑白金标赛事和本市自主品牌赛事，又是能反映全民
健身成果的“代表作”，通过参赛者对其逐条逐项的打分，大
伙儿对大众赛事的更多“直球”期待也就透了出来。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去年12月 1日，上海马拉松迎来
了自己成为中国唯一、世界唯二的马
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后的首届办赛。
根据来自《2024年上海赛事影响力评
估报告》的数据，参赛者对该届上海马
拉松（以下简称“上马”）的总体满意度
达到97.3%。而比该项数据更高的是

“忠诚度”，在去年上海马拉松的3.8万
名跑者中，拥有再次参赛意愿的人占
到97.4%。

竞技体育永远都在朝着“更快、更
高、更强”努力，而对已拥有近30年办
赛历史的上马，广大跑友也有着更情
感充沛、更落于细节的期待。

《2024年上海赛事影响力评估报
告》的数据显示，从参赛动机来看，上
马的赛事级别、赛事知名度、赛事专业
度是对跑者最有吸引力的三项。具体

到逐条逐项的打分，令参赛者最满意
的两项分别是“赛事安全保障满意度”
（打出满分10分的人占77.3%）和“赛事
医疗保障满意度”（打出满分10分的人
占74.4%）。“虽然我们是大众组选手，
但也期待站上自己的‘最高舞台’，这
跟专业运动员对奥运会的向往可能是
一样的。上马就是我一年一度对家门
口路跑大赛的最高期待。”已参加过三
届上马的跑者洛远向记者分享道。

2024年上马参赛者对赛事的总
体满意度达到97.3%，绝对当得起一

句“很好”，但同时跑者也对这项心头
好赛事有了“期许便成叠嶂峰”般的更
多期待。比如，在对赛事路线的设计
上，大家就期待办赛方能继续迎难而
上、精益求精。“现在上海每年都会举
办大大小小很多路跑赛事，但城市中
心区域的全程马拉松赛，仍旧是上马
独一家。所以，尽管大家也知道办赛
方很有压力，但还是会忍不住期待更
能集萃城市精华的赛事路线。”跑龄
23 年的资深路跑爱好者程嘉然“许
愿”道。

体育爱好者参与赛事，以前可
能就两种途径，要么是当参赛者要
么是当观众。但如今，随着国内赛
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围绕赛事
的复合“玩法”无疑变多了。

根据《2024年上海赛事影响力
评估报告》，去年申城自主品牌赛事
中的“三上”赛事（上海马拉松、上海
赛艇公开赛、上海帆船公开赛）共带
来直接经济影响9.62亿元，拉动效应
26.62亿元。来自武汉的路跑爱好者
赵赏告诉记者，去年她来沪参加上马
期间，就是又买又玩，和朋友一起度
过了一个快乐周末。“去年上马成了
大满贯候选，推出了一套应景的组合
徽章，如果网上预订收货会晚一点，
但我来上海参赛，在领取装备的现场
相当于买到了首发，挺有印象的。另
外就是请了两天年假，跟朋友顺道也

在上海玩了两三天。”
上海赛艇公开赛，这是一项专

业水平运动员和大众爱好者共同参
与的赛事。对高校组选手何重华的
父母来说，那个周末不仅是他们来
现场看儿子比赛的日子，也是夫妻
俩时隔六年后重游上海的日子。“我
的一些朋友都是通过我发在朋友圈
里的观赛图片知道了这项赛事，还
约好今年争取一起来看比赛并顺道
旅游。不知道今年的观赛区内容会
不会更加丰富。”何重华的父亲何冲
已经忍不住期待起今年的上海赛艇
公开赛了。

去年，上海共举办178项国际
国内体育赛事，创造直接经济影响
113.78亿元，带来拉动效应309.90亿
元——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经济
社会效益上，均创造历史新高。

秀美图 买文创 组团游

复合“玩法”空间广

来自参赛者的声音

立足“很好”期待“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