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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一道数学题：
2.6-1.76=0.84（平方米）。
1.76 平方米，是 2015 年
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而根据《上海市体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计划达到 2.6 平方米左
右，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
600 万平方米，新建和改建
各类健身设施项目不少于
8000 个，这是今天上午记
者从市体育局获悉的。

截至今天，今年本市共
建成市民健身步道 107
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743
个、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98
片，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补短板、找创新、一江一
河有情怀……上海市民能
享受的体育场地越变越多
的秘密就在这里。

15分钟
上海各区尤其是中心城区寸土寸

金，可供用地少，要辟出一块公共健身

区域很不容易。如何弥补“健身去哪
儿”的短板，继续扩大增量，需要运用

机制创新来化解难题。
考虑到上海市民大多有去附近公

园健身的习惯，市体育局与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协作，共建共管，在公园辟
出专门的区域改建健身点。位于市中

心人民公园东南角的益智健身苑点，
就是其中一例。过去这里是附近居民

自发集中健身的区域，因为有高大的
香樟树荫遮阳，又比较安静，大家都喜

欢来活动活动筋骨，聊聊家长里短。如
今，改造后的健身苑点配置了上肢牵

引器、扭腰器和腹背肌训练器等多种
新型健身设备，黄浦区体育局还为他

们这些喜欢推举力量训练的老伯伯安
装了卧推的杠铃。

健身器材旁，还配备了一条健身
步道。步道中，蕴含了设计人员的许多

小心思。从香樟树下起步，一路行至终
点，两旁种植不同季节和品种的花卉

草木，如海棠、月季，让市民在健身的
同时，移步换景，享受到更多的乐趣。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这里称作自己
的“健身乐园”，每天甚至来“打卡”两

次，大家都说：“感谢政府为老百姓做
实事。”

如果你在四五年前走进位于闵行
华漕村的钱更浪地区，那里还是一块到

处是仓库、荒地、垃圾场的脏乱差地段；

而如今，南华街上修葺一新的启望老克
勒足球公园，已变身为众多足球爱好

者的乐园，成为沪上的“网红球场”。
在上海，缺少体育场馆和运动场

地将不再成为市民远离体育锻炼的桎
梏。近年来，上海体育局始终积极拓展

市民身边的健身场地，将市民健身步
道、市民球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等社

区体育设施纳入每年政府实事项目。
徐家汇体育公园、浦东足球场、上海市

民体育公园等一批重大体育项目顺利
推进，打造体育新地标。利用公园绿

地、旧厂房、仓库、商场、楼宇、高架桥
下等空间建设体育设施，也取得积极

成效，建成中环篮球公园、北翟路中环
桥下动物主题运动场等项目。

着力打造 15分钟体
育圈，上海市群体处处长

桂劲松透露，“15

分钟社区

体育生

活圈”的服务对象

是全体上海市民，也就是提供全

人群、全年龄段的体育服务，满足儿童

青少年、中年、老年人等各类人群的健
身需求。

此外，本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还
在法定节假日、全民健身日等时段向

市民开放工作。据统计，春节、五一、国
庆假期期间，全市开放公共体育场馆

设施均有近千处，服务健身市民最高

达 73万人次。

45.7%

这里曾是记载着城市记忆的工业
老厂房，硬核的外表之下，有着辉煌时

代的印记；这里已成为都市潮玩的聚
集地，各种新型的运动项目在这里生

根发芽，找到越来越多的拥趸。在宝山
顽酷运动工厂，昔日的冷轧厂钢梁如

今成为运动中心最硬核的标志。滑雪、

攀岩……各种运动分类适合各个年龄
层次运动者，来这里可以玩上一整天。

事实上，在上海，类似顽酷这样的
从老厂房变身的运动中心还有很多。

本报“申动”栏目连续报道，有从老保
温瓶胆厂化身社区体育中心的三邻桥

体育文化园，也有从上海华东机械厂
老厂房变身的翔立方综合运动体。上

世纪 90年代，上海城市更新、产业升
级，一些企业腾退，在市区留下了不少

老厂房。当城市空间越来越密，如何与
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场地需求相匹

配？老厂房改造从打“创意牌”到“体育
牌”，也就走向一种必然。

转角就能遇到体育，这些融合多种
业态的体育服务综合体，被称为都市运

动中心。都市运动中心的出现为市民打
造了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消

费体验新场景，能同时满足市民在体
育、文化、教育、商业和旅游等方面的需

求。按照一些孩子和家长的反馈：在都
市运动中心，玩一天都不嫌多。

这个体商结合的新颖产物，其实
是“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在地理

空间和心理空间上的延展。未来，还将

有更多都市运动中心走进上海市民的
健身生活，引导一种新型的都市生活
方式。事实上，“15分钟社区体

育生活圈”正在不断提

升市民运动健身的

自觉意识，增加

上海的体育

人口。2020

年上海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达到 45.7%，这个比例还在逐年

提高。

22公里
周末时分，浦东滨江热闹非凡，漂

亮的步道上，扶老携幼、携家带口的步

行者络绎不绝，而在不远处的骑行道

上，不时可见戴着头盔、身穿专业骑行
服的自行车爱好者，飞驰而过。秋色浸
染，身边的树木红叶轻舞、远处的江面

波浪涌动，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都
市健身图。

承载着上海市民的乡土情缘，“一

江一河”两侧，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体育
设施落成使用，让上海市民能在赏景

同时健身运动。
沿着美丽的黄浦滨江，走入“远望

号”船坞，一片开阔的滑板场地映入眼
帘，有碗池场地，也有街式场地。面积

近 1万平方米的世博滨江一号船坞滑
板公园坐落在世博园船舶馆原址，成

为极限运动的天堂。江南造船厂是上
海开埠后的工业象征之一，滑板项目

则是海派体育文化的代表之一，被誉
为“陆地上的冲浪”。这既是一种巧妙

的结合，内在亦有着某种关联。
靠近南浦大桥，有一座 9号望江

驿已成为不少市民在滨江漫步的小憩
场所。驿站有个别名———“观健”，承载

了许多市民追求健康人生的心愿。在
这里，市民能做各种体质监测。身高、

体重、血压、体脂、血糖、心电图早筛等
11项体征检测，报告现场可取。驿站

里的健康云终端一体机还可以提供全
市公立医院的预约挂号，就医后的就

诊记录和用药说明也会同步上传，轻

轻松松，就帮自己建好了“健康档案”。
22公里的滨江步道，市民在这里

可以一边欣赏浦江美景，一边体验沉
浸式的健康服务。这种新颖的“体养医

结合”方式，正是市体育局和市卫健委
等利用“一江一河”沿岸步道贯通的契

机，将“工业锈带”变身为“生活秀带”，
为上海市民送上一份惊喜的健康大礼

包。上海体育局在“一江一河”两岸贯
通开放过程中同步建设漫步道、跑步

道、骑行道等健身设施，方便市民健身
休闲。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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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架桥下的“斑马”球场

■ 浦东足球场外场已对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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