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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群众性赛事
明天，第四届上海市民运动会将在徐家汇体

育公园盛大揭幕。上海市民运动会创办于2012

年，为全国首创，每四年一届，是上海全民健身的

综合性、标志性品牌赛事，也被称为“阿拉身边的

奥运会”。

今年市民运动会的主题是：健康上海，人人

来赛；坚持“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全民

欢乐”的宗旨，赛事活动基本贯穿全年，覆盖儿童

青少年、职工、老年人、来沪务工人员、外国友人

等各类人群，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助力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为目标。

近年来，上海围绕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体育健身需求，树立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

“大体育观”，将举办市民运动会、城市业余联赛等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

办赛理念，提升社会化、标准化、品牌化办赛水

平，建设“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全民健身活

力之城。

市民运动会采用“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

动的办赛方式，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开门办

赛，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所有赛事向社会公开招募承办单位，符合条

件的都通过公开方式交由市场主体承办，“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以2020年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为例，

共举办赛事活动约7100场，有1093万人次参

与。其中包括线上赛事活动约800场，参与人次

643万；线下赛事活动6300场，参与人次450万，

线上线下“双线”办赛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第四届上海市民运动会开幕式将结合“2024

中国坐标 ·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共同举办，

预计有超过1万市民报名现场参与。这届市民

运动会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将进一步覆盖上海全

人群，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运动嘉年

华，组织多项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

充分展现上海全民健身的

成果和上海市民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

备受广大申城运动爱好者期待的
上海市民运动会，明天拉开序幕。四年
一度，今又重来，随着市民运动会的回
归，上海将再度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提出，构建“处
处可健身”的高品质运动空间，倡导“天
天想健身”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培育“人
人会健身”的高水平健康素养，以全民健
身推动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全球健
康城市典范。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产业
的主体，把体育产业作为发展体育事业
的重要手段，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这是上海正在奋力
实现的目标。 市

民
运
动
会

高规格体育类设施
场馆是赛事的载体，一流的赛事需要

一流的场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符合国际

比赛标准的体育场馆在上海拔地而起，成

为城市新的名片。

5月，环球马术冠军赛（上海站）的专用场

地——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竣工投入使

用，引得各路参赛选手一片赞叹。年内，位

于临港新片区的耀雪冰雪世界也将开门迎

客。作为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耀雪冰

雪世界总建筑面积30.1万平方米，包含一

座9万平方米超大滑雪场、一座2.8万平方

米嬉水乐园、一栋18层精品酒店和一栋15

层度假酒店，堪称冰雪运动的一座“航空

母舰”。

坐落于上海崇明的上海自行车馆今

年也已建成启用，将承办2026年国际自盟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十四五”期间将启动

建设的项目还有临港水上运动中心、上海

体育宫、上海划船俱乐部等。

除了这些大型场馆，市民身边的体育

设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去年10月

底，位于浦东新区唐镇唐念路的老克勒足

球公园建成运营，而它的前身，是中国石

化上海石油的一座旧油库。已建成的唐

镇老克勒足球公园一期由一座标准足球

场、两座七人制足球场组成，周边正在建

设篮球、网球等其他运动设施，不久的将

来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可容纳3000余人的

体育文化公园。“变身”足球公园，使陈旧

的油库场地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为周边市

民及足球爱好者健身锻炼的好去处。球

场负责人刘宏宝说：“从油库到球场，可以

说是‘变废为宝’，我们这里的场地条件和

设施也是一流的，现在周围的人气都旺了

不少。”

数据显示，2023年底上海市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为2.6平方米，提前完成“十四

五”规划提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目标，

体育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取得积极成效，

人民群众运动健身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持续提升。

今年，上海市体育局将持续推进市

委、市政府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建

设，落实全民健身公共资源拓展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新建社区市民健身中心30个、

市民健身步道80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600个、市民健身驿站60个、市民运动球

场150片、长者运动健康之家25

个；加快建设体育公园，打造都市

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推

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加强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信息化建

设，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高品质体育生活圈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一家名为“绘玩户

外”的桨板俱乐部在杨浦江湾湿地全新开业，孩

子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成群结队在河道内

划桨板，成为江湾社区新的一景。“现在的家长

更多地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依托

湿地周边丰富的水系资源，创办了这个俱乐

部。”创始人李铃和倪爱铃介绍说，“体育运动越

来越融入人们的生活，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所以我们有信心把它办好。”

实际上，像“绘玩户外”这样的社区体育俱乐

部并非个例。如今，各种健身场所、运动场地，像

超市、菜场一样，在申城遍地开花。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当属广受欢迎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作为全国较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城市，

上海创新性推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是上

海首创、老年人专属的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

提供“一站式”运动康养服务。长者运动健康

之家入选了全国智能体育典型案例，还被写入

体育总局等部委印发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

升行动工作方案》，以上海为样板，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借鉴推广。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辐射周边社区一公里范

围内的老年人，逐步实现老年人就近享有优质

普惠运动健康公共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检

测、器械锻炼、运动方案制定、慢病运动干预等

专业服务，以运动促健康，更好地发挥体育“治

未病”功能，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加快建立老年人运动健康新模式。

对于家住杨浦区殷行社区的岑阿姨来说，

每天和姐妹结伴去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运动，

已经成为习惯。“这个健身房就在家门口，很

方便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来这里跑步机上

跑一跑、松一松筋骨。一个月费用只要99

元，我们承受得起。”的确，步行不到15分钟，

就能享受低价优质的健身服务，是他们得到的

最大实惠。

目前，上海市已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36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在充满科技智能

与关怀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里，前来锻炼的老

年朋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健康养老新方式。他

们在这里锻炼身体、交流心得、享受生活，而这

正是上海致力于打造的智慧健康养老新生活的

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