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新闻14
本版编辑 /谢 炯 视觉设计 /黄 娟2021 年 12月 15日 /星期三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ty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体育

闲暇时 走几步去跳舞
上午 10点从住处出发，步行前往地铁站，乘

坐 8号线到市光路，出站后骑上一辆共享单车，10

分钟后到达市京体育产业园内的专业体育舞蹈教
室。这是中国体育舞蹈标准舞冠军、尚忆舞蹈董

事长赵鹏每天的常规操作。而这样的流程，在每
天傍晚，都会被不少申城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复

制粘贴”。

事实上，从上海体院毕业后，赵鹏一直希望能
开出一家舞蹈教室，让更多人享受这项运动的魅

力。“我们之前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不是场地不合
心意，就是交通不方便。”这位每年都代表中国参

加各级别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不肯将就的原因，
就是担心过于偏远的位置，可能影响舞蹈爱好者

的热情。
今年上半年，赵鹏的搭档王琪经体院老师

介绍，得知了长海路街道市京体育产业园内场地
的情况，两人经过几次实地勘察，决定在这里创

业，并很快在市、区体育局和街道的帮助下，开出
属于自己的舞蹈教室。“这个空间很宽敞，而且

交通方便，周围又是居民比较密集的区域，对推
广和发展体育舞蹈，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赵鹏

表示。
如今，在打造“15分钟生活圈”的理念

引领下，赵鹏的舞蹈教室已逐步成为区域

内健身的一块新热土。不论是专业的体育

舞蹈选手，还是“双减”后利用周末时间来

尝试体验的学生群体，都在这里感受到健

身带来的乐趣，便捷的交通和齐全的配套

设施，让越来越多的健身爱好者爱上这

块曾是废弃工厂的土地。“我们基本晚上

10点半关门，那时候地铁还在运行，回

去很方便，而这里的不少学员，都是散

个步就到家，所以经常过来。”园区方

面表示，除了颇具特色的体育舞蹈，

篮球、网球、羽毛球、游泳等市民喜

闻乐见的健身项目，也在慢慢发

出新芽。这个位于上海东北角的

新兴体育综合体，正在相关方

面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全民健
身的新热土。

    “‘老黄牛’，你昨天试了五次倒立都做不起来，今天再不
行，就要请客啦。 ”中午时分，人民公园健身角内，传出中气十足
的说话声，几位中老年朋友，正结伴完成锻炼的最后一项“任
务”。被称为“老黄牛”的毛师傅，今年 72岁，在这个团队中属于
“中年”，每天都按时到这里“报到”，“以前要在闹市区找个能锻
炼的地方，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市政府实事工程落地，家门口就
有能健身的场地，设施和服务也越来越完善，我们几个都练得
很开心，很畅快。 ”

如今在上海，与毛师傅有相同感受的锻炼者不在少数。 本
月初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健身设施建设重心下沉、贴近群众，

以市民需求为导向， 精准分析区域人口密度和交通可达性，结
合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尽可能让市民“举步可就”，调动社
会各方的积极性，推动各类运动场所设施应开尽开、共建共享
成为申城全民健身战略补短板的重要目标。在市体育局及各相
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市民离健身点更近了，选择更多了，参与
门槛更低了，市民的运动热情自然更高了。

    科比可以在清晨 4点到洛杉

矶的露天球场练球，那如果申城
的白领加完班，能否在夜色笼罩

下，找到一片能够挥汗如雨、享受
篮球激情的场地？当城市的“金角

银边”被赋予体育的功能，各类空
间被充分合理利用，在夜景中打

球便不再是梦想。

“嘿，哥们儿，好球啊，再来一
个！”站在位于真北路与云岭西路

交叉口的中环篮球场内，小吕一
边鼓掌，一边朝队友竖起大拇指。

这座位于高架桥下的篮球场，如
今已是他每周必来的打卡地。“许

多年前我就住在这附近，当时根
本不敢想象，这片垃圾回收站和

清理站，未来会出现十几片篮球
场。”促成这一“魔术”变成现实
的，是市体育局“坚持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空间，提供更

多便民利民的健身场地

设施，增加球类

场地”的计划

与目标。

正是在这

一目标的推动下，

曾经被人遗忘的高

架桥下空间，一步步变

身“网红”球场。场地

运营方洛克公司代

表施俊俊介绍说，

与申城其他球场相比，这个运动

综合体的一大优势，是 24小时不
间断运营，“这些场地所处的区

域，周边有不少白领，他们在一天
的工作之后，有运动放松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与各方商讨后，作出
了不间断运营的决定。”这也成为

小吕爱上高架桥下运动场的重要

原因，“我有几次加班比较晚，想
打球减减压，就在路过时发现这

里。”随后的时间里，小吕经常在
加班后，在微信群里约上三五好

友，一起来这里打球。如今，小吕
已经从最初的担心找不到队友对

手，变为担心因为手速过慢，被其
他篮球爱好者抢先订下场地，因

为他能够预感到，随着时间的推
移，来到高架桥下享受运动快乐

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其实，在提升申城人均体育

面积，让更多人便捷参与健身的
宗旨下，类似中环高架下球场这

样变废为宝的事例，正变得越来
越多。闵行区华漕镇曾经的“城

中村”，摇身一变成为备受好评
的老克勒球场；几年前还无人问

津的上海第二印染厂空置废弃
的旧厂房，成了时尚摩登的新兴

运动基地……可供申城市民选
择的健身场地，正变得越发多元

和丰富。

加完班 去桥下打场球

    “除了社区的健身苑点，

希望有更多适合老年人的锻
炼和配套服务。”多年前，曾

有不少到了退休年龄的朋
友，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身

的锻炼诉求。如今，越来越多
的社区增添了长者运动健康

之家，老年朋友有了适合的

锻炼空间。同时，越发完善的
配套服务加上智能化助力，

让更多人老有所乐，享受运
动之福。

“赵老师，您在跑步机上
锻炼完啦？那先休息下，不要

急着练其他的项目，可以去
测一下身体的情况。”中山西

路的虹桥街道长者运动健康
之家内，身着橙色外套的王

林一边指导空间内的几位老
人使用智能健身器，一边嘱

咐着刚刚从走步机上下来的
赵世平老先生，而这已成为

她的常态。

“来这里锻炼的，大多数
是过了退休年龄的朋友，在

尽情享受生活的同时，他

们也需要让自己懂得身体保

持足够的活力。”王林说，为
更多老年人提供运动服务，

是社区长者运动之家的初
衷，“现在社会的老龄化正逐

步加深，他们不该被遗忘，应
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在长

者运动之家，老年人除了能

够享受运动，还有完善的健
康服务，“每位朋友都有一

份运动档案，门口的大屏幕
上，也会实时显示身体的相

关数值，以便我们指导员制
定针对性的锻炼计划，帮助

他们达到最好的锻炼效
果。”这一度身定制的服务，

也得到锻炼者的好评。不少
老年朋友表示，社区长者运

动之家的出现，为他们的退
休生活增加了一种选择，也

让热爱运动、志同道合的朋
友有了交流平台，可谓是多

方共赢。

本报记者 陆玮鑫

相关链接>>>

市体育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末，全市已
累计建成各类市民健身步道 （绿道）、 骑行道总长度 1954

公里，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17556个、市民球场 2714片、市民
健身步道（绿道）1669条、市民健身房 186个。 到 2025年，

全市将新建或改扩建都市运动中心 41个、 社区市民健身
中心 152 个、 市民健身驿站 164 个、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5948个、市民健身步道 749条、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499片、

社区足球场 110个、体育公园 15个。 都市运动中心实现区
级全覆盖，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市民健身驿站基本实现街
镇全覆盖， 逐步扩大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街镇覆盖面。 未

来，申城的全民健身，将继续焕发光彩，带来更多惠

民利民的措施和便利。

退了休 让身体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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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更近
选择更多
门槛更低
———走近申城健身点

■ 中环篮球场 本版图片 记者 陶磊 摄

■ 虹桥街道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 市京体育产业园内网球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