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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这个周末，暂停了一个多月的

CBA即将重启，和第一阶段常规赛
相比，第二阶段联赛变化不小：赛区

变了，外援多了，球迷也多了。谈到
即将到来的比赛时，辽宁队主教练

杨鸣表示：“真正的比赛将从第二阶
段开始。”

第二阶段联赛原本安排在两个
赛区，分别是诸暨赛区和长春赛区，
但是鉴于近期浙江等地疫情防控形

势变化，CBA公司决定将第二阶段
比赛全部安排在长春赛区举办，长

春赛区也由一个比赛馆变成了两个
场馆，分别是长春市体育馆和五环

体育馆。长春市体育馆是吉林队主

场，也是全国闻名的“魔鬼主场”，主
场氛围非常浓厚，不过这个场馆比

较小，最多只能容纳 4300名观众。
而五环体育馆是一座具有国际水准

的多功能、超大型现代化体育场馆，

能够容纳 12000名观众，也曾举办过
CBA全明星赛、第六届亚冬会以及

第十二届全国冬运会等大型赛事。
从诸暨到长春，从南方到北方，

气候、饮食和场馆等条件都需要各
支球队重新适应，争取尽量将赛区

变化的影响减到最小。当然对于吉

林队、辽宁队等北方球队来说，此次
赛区的转换可谓利大于弊，毕竟接

下来等同于主场作战了。
如果说第一阶段还只有少数几

支球队拥有外援，那么经历一个多月

的间歇期后，绝大多数球队都抓紧引

进了外援，不少上赛季效力于 CBA

的外援纷纷回归，像广东队的威姆

斯、北京队的林书豪、吉林队的琼斯、
青岛队的约翰逊、山东队的哈德森

等，这些核心外援的到来也将各队实
力提升不少，特别是第一阶段战绩不

佳的青岛、吉林等队，在外援回归之

后也有了和其他对手叫板的底气。
根据 CBA 公司昨天公布的外

援注册情况，目前已经有 16支球队
有外援，其中辽宁、北京、山东、青

岛、上海、深圳、山西、天津、宁波等

9支球队拥有双外援，没有外援注

册的浙江、广厦、吉林和苏州肯帝亚
等 4支球队中，浙江队和吉林队的

外援已经到位，只差注册官宣。
昨天 CBA发生的一大新闻是，

25日辽宁队对北京队之战，开卖不
到 1分钟 1300张球票就火速售罄。

如果说此前第一阶段开放球迷入场
还只是“小打小闹”，除了浙江双雄、

广东、辽宁等少数球队有球迷捧场之
外其他球队少人捧场，那么这次赛区

转场到了长春，东北球迷的观赛热情

终于可以尽情释放了———辽京之战

如果不是因为防疫要求只能出售一

定比例球票，相信能容纳 4300名观
众的长春市体育馆一定会爆满。

这次在长春赛区，CBA公司也
加大了开放球迷入场的力度，其中

东道主吉林队的 15轮比赛，将全部
开放，其他球队也各有 3-6场的开

放场次。这次辽京之战球票销售火
爆并不意外，自从 2019-2020赛季

CBA中途因疫情改为赛会制之后，
辽宁、吉林等东北球迷就一直没能

再有机会在主场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助威。而此次赛区被安排在长春，吉
林队球迷的幸福感自不必说，“邻

居”辽宁球迷也方便前往现场看球
了。而球员再次回到有球迷在场的

氛围中打球，也能够极大提升他们

的竞争欲望，比赛也会更加好看。

本报记者 李元春

    体育健身设施持续完善、体育赛事活

动蓬勃开展、体育健身组织健康发展、体育

健身指导惠及市民、体育健身环境不断优
化……昨天上午，在市政府召开的上海市

全民健身（足球改革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全
体会议上，透露出诸多喜讯。

近年来，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
健康上海的目标，本市全民健身总体发展水

平处于全国前列，基本建成与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城乡社区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
《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显示，上海

全民健身发展指数（“300 指数”）总分从
2016年的 226.8分上升到 2020 年的 254.4

分，健身环境、运动参与、体质健康三方面综
合情况良好。截至 2020年底，本市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2.35平方米，较 2015年增加
0.5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为 45.7%，比 2015年提高 4.9个百分点；市
民（成年人）体质达标率达 98.9%，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每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数量
23.8个，共有体育社会组织 1282个、体育健

身团队 57931个。本市先后有 90家单位和
68 位个人、91 家单位和 66 位个人荣获

2013-2016年度、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今年 9月，市政府印发《上海市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21-2025年）》，成为“十四五”时
期全国最早由省级政府印发的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计划》提出到 2025年，本市健身设
施数量持续增加、布局配置更加均衡合理、

资源利用更加充分高效，新建或改建健身设

施项目不少于 8000个，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不少于 60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 2.6平方米左右。《计划》同时明确了都市
运动中心、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社区足球场、

体育公园、大居体育设施等 10个健身设施
重点项目的建设标准，确保工作推进落实。

会议透露，下一步，本市全民健身工作
将积极落实《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年）》，大力营造“处处可健身、
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的全民健身城市

环境。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与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和“健康上海”相适应的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比例达到 46%以上，市民体质达标率保

持全国前列，成为国际知名、全国领先、上海
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力城市。

本报记者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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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上海提出打造国际著

名体育城市， 这不是一句

空话。近年来，无论是在竞
技体育还是全民健身方

面， 上海体育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

数据， 是最有说服力
的———根据最新统计 ，

2020 年底上海的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 2.35 平
方米，较 2015年增加 0.59

平方米； 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为 45.7%，

比 2015 年提高 4.9 个百
分点；市民（成年人）体质
达标率达 98.9%，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不要小看这“0.59”的增量，如果以
2000多万的城市人口来计算，这可是个

相当庞大的数字。 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
来说，实在太不容易。 以足球为例，很多

业余爱好者都能感受得到， 最近两年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足球场多了好多，简直

有种遍地开花的感觉。

以这样一个速度，2025 年会是怎
样？ 体育，是健康，是活力，是一种生活

态度。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未来的体
育之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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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部分重点
体育建设工程

    徐家汇体育公园
徐家汇体育公园计划在保留上海

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上海游泳馆、东亚
大厦四大建筑基础上， 新建体育综合
体， 提供多项全民健身项目和配套餐
饮。 北侧建设 “有氧公园”， 南侧建设
“运动公园”， 将建成 16片不同规格的
足球、篮球运动场。同时，新建两条健身
步道将环绕整个体育公园。

久事国际马术中心
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 总建筑

面积约 9.29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包含
1个 90×60米的竞赛场地、热身场、训
练场和高规格马厩，以及约 5000座观
众与贵宾看台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作
为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永久性赛场。

上海自行车馆
上海自行车馆项目位于崇明体育

集训基地东北侧，于去年 6月开建，项
目用地面积 64729.9平方米， 初步规
划有室内自行车馆、自由式小轮车馆、

BMX泥地竞速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

普陀地块新体育公园
位于普陀区大渡河路上的 30万

立方米气柜已启动拆除工作，未来，这
里将打造体育公园等项目， 致力打造
“西上海体育赛事集聚中心+全民运动
健身集聚中心”。

活力之城

“上海全民健身发展
指数”总分从 2016 年的
226.8 分上升到 2020 年
的 254.4分

截 至 2020 年
底，本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35 平
方米，比 2015 年增
加 0.59平方米，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为 45.7%，比
2015 年提高 4.9 个
百分点

两年累计向市
民配送体育消费券
6000多万元，支持
600 余家体育场馆
开放，领券市民超过
300万人次

■ 小朋友在浦东足球场外场练球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