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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局长做客《2025上海民生访谈》

全民健身绘就活力城市新画卷全民健身绘就活力城市新画卷
4月24日，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做客《2025上海民生访谈》，就市民广泛关注的体育话题展开

深入交流。访谈中，他介绍了今年上海在全民健身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涵盖市民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群众体育赛事等方面，为市民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全民健身新图景。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体育场地设施是全民健身的基础
保障。今年，市体育局积极推进各类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致力于为市民打
造更加便捷、丰富的健身环境。

在基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方
面，今年市体育局将牵头建设社区市
民健身中心30个、市民健身步道70
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500个、市民健
身驿站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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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年3月底，上海在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累计
建成都市运动中心33个、社区市民健
身中心178个、市民健身步道2710条、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18832个、市民健身
驿站308个、市民运动球场3145片、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176个。这些分布在
基层社区的体育场地，其面积已占到
全市体育场地总面积的1/3以上，真正
做到了让健身场地“触手可及”。

除了基层社区的“小而美”健身场
所，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也在稳步
推进。上海市体育宫、临港水上运动
中心、南上海体育中心等重大项目将
争取年内开工，这些大型场馆的建设
将为上海举办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和全
民健身活动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此

外，市体育局还在积极研究大型综合
性田径运动场的选址，推进江湾体育
场改造提升，以及奉贤极限运动公园、
划船俱乐部迁建等工作，进一步优化
上海体育场馆的布局和功能。

为解决目前体育场地设施分布不
平衡、时间和项目上的忙闲不均、专业
竞赛场馆复合利用率不高、学校体育
场地开放不足等问题，市体育局制定
了专项工作方案。一方面，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安排场地设施新建和改造，
提高场地设施的覆盖率和合理性；另
一方面，引导公共体育场馆在夜间、法
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适当延长
开放时间，满足市民在不同时间段的
健身需求。同时，支持建立公共体育
场馆、学校体育场馆双向开放机制，推
动公共体育场馆在工作日等相对空闲
时间向周边学校的学生体育课开放，
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在夜
间、节假日、寒暑假等时间向社会开
放，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此
外，还将发挥体育消费券的补贴引流
作用，引导市民预订闲时的运动场地，
鼓励专业场馆复合经营，打造文体商
旅展联动的多元化发展的体育服务综
合体，实现体育场地设施的高效利用
和可持续发展。

群众体育赛事是全民健身的重要
载体，今年上海的城市业余联赛将为
广大市民带来一场贯穿全年的体育盛
宴。

2025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已于1
月1日拉开帷幕，将于11月底闭幕，赛
事活动贯穿全年、覆盖各类人群。在
项目设置上，分为赛事和品牌活动两
个板块，赛事板块又由联赛项目、系列

赛和X项目三部分组成，内容丰富多
样，形式新颖独特，能够满足不同人群
的体育爱好和健身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将于2025年举行
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设置23个
大项、166个小项的群众比赛，目前全
国正在开展“我要上全运”赛事选拔。
本届城市业余联赛组委会将充分利用
赛事平台，开展“我要上全运”选拔赛

及相关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参与全
国性赛事选拔的机会，在申城掀起“我
要上全运”的热潮，激发市民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今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组委会
鼓励各办赛主体推进体育赛事“进景
区、进街区、进商圈”，放大联赛的溢出
效益，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全民
健身特色的办赛模式。通过这种模
式，让参赛的人流量转化为商场的销
售量，助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激发
户外空间体育商旅产业创新活力。结
合上海本地的户外资源，延长产业链、
提升要素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让体育“流量”变消费“留量”，实现体
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织密体育场地设施网
家门口尽享健身便利

丰富群众体育赛事
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坚持当“分母”有回报
七年未中签可直通

爱好路跑的人越来越多，但王牌
赛事的办赛规模却没法无限扩容，中
签名额僧多粥少成了许多跑者心里的
一道坎。尤其像上海马拉松这样已成
为大满贯候选的一流赛事，中签率就
更容易让人牵肠挂肚了，以2024年为
例，它的全马中签率已降至11.2%。上
周，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在做客
《2025上海民生访谈》时，预告了今年
上海马拉松对连续七年未中签跑者的

新关怀——第八年可直通参赛。
徐彬表示，马拉松赛事的参赛名

额总是供不应求，这是因为路跑爱好
者的人数在增加，每年参加报名争当

“分母”的跑者也在增加，但赛事总有
场地容量的上限，所以一些热门赛事
的中签比例呈逐年降低趋势。“当然，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对一些

常年没有中签的跑者，在后台的数学
模型上增加了中签的概率。还有连续
七年报名上海马拉松没中签的，直接
给一个名额，这样多年没有中签的比
例会逐渐降低。”

报名人数创造赛会新高，中签率
则在不断探底——在上海马拉松与上
海半程马拉松这两项申城的王牌路跑

赛事中，都上演着相似的剧情。在得
知今年上海马拉松会有连续七年未中
签的直通“保底”后，路跑爱好者雪莉
懊恼了一番：她在2023年时受工作日
程影响，连续报名的次数缺了一次，无
缘新的关怀福利。“虽然不确定这样连
续七年未中签后的保底未来会不会
变，但以后真的要记得每届都报名。”

八项大赛新落“沪”
“女子+夜跑”新潮流

今年上海计划举办国际国内体育
赛事178项，其中新落“沪”的赛事有
八项——而于昨晚9点迎来起跑时刻
的耐克女子10公里夜跑就是这受到
期待的八分之一。

近年来，女性力量正愈来愈多地
走入到聚光灯下。去年的巴黎奥运会
以1比1的比例向男女运动员平等分
配名额，这是历史上第一届男女参赛
比例完全平等的奥运会，被时任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誉为“奥运会乃至整
个体育史上最重要的女性时刻之
一”。聚焦国际上的路跑赛事标杆之
一，2024年波士顿马拉松男女参赛比
例分别为57.2%和42.8%。性别占比
的均衡化趋势不容忽视。

然而在国内路跑领域，则还有较
明显的发展期特征。据中国田径协会
的统计，目前国内马拉松项目中女性
跑者占19.56%。今年，新诞生的这项
女子10公里夜跑不仅为申城的路跑
版图带来了一股新风，而且它还具有
全球联动的特征：在悉尼、上海、首尔、
孟买、洛杉矶、墨西哥城六座城市，会
有更多女性跑者参与到10公里或半
程马拉松的夜跑挑战中来。

“晚上9点开始跑比赛，我想这对
很多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这次是
10公里和3500人，没准以后规模会更
加壮大，期待能在上海参加更多为女
性打造的特色赛事。”选手陈佳分享
道。

上马有了中签“保底”女子夜跑赛丰富版图
每年4月是进行马拉松的黄

金季节，这句话搁在国内和国际
上都通用。放眼全球，七大满贯
中的波士顿马拉松和伦敦马拉松
皆定档此月。着眼国内，每到周
末各地赛事大“撞”档期已成常
态，据不完全统计，在4月19日
和4月20日这两天，全国各地举
办的马拉松赛事（包括全马赛事
和半马赛事）就达到50余场。正
是在这个热度颇高的马拉松黄金
月里，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在
做客《2025上海民生访谈》时，为
大家带来了今年沪上路跑圈的两
条新消息。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