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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肢训练器座椅残缺

 用于站立的托盘完全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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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冈镇瞿门路广场
部件缺失无人过问

嘉定区外冈镇的俞女士向记者

反映，嘉定外冈镇瞿门路广场健身点

上的健身设施座椅缺失，拨打报修电

话后，一个多月竟然无人来修。“常有

孩子来此玩耍，安全隐患太大，万一

造成人身意外伤害，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来到瞿门路广场健身点所

在地，此时许多中老年人在广场上闲

庭信步，还有不少孩子在嬉戏玩耍。

走进广场，就能看到这处公共健身

点，面积虽然不大，但也安装着16台

健身设施，看成色，这些设施已经有

些年头。

记者走近观察，发现西侧一处

健身设施的金属链条已经褪色，链

条连接处锈迹斑斑。而在东侧一台

名为“上肢训练器”的健身设施上，

座椅已经残缺，只剩固定地面的金

属钢管裸露在外。记者尝试使用这

台上肢训练器，发现根本无法使用。

在广场一侧，竖立着一块2019

年4月挂牌的告示牌，公示着这处健

身点的“健身须知”，提示“未成年人

须在监护人的监护下锻炼”，还公布

有报修电话和监督电话等信息。记

者拨打报修电话，好在有工作人员接

听。随后，记者反映了健身器材损坏

的情况，对方记录下联系方式，称会

有专门维修人员再次联系记者。记

者询问该处健身点是否会有日常维

护，对方说：“没有，通常市民拨打报

修电话后，才派人去维修。”

3天之后，记者接到对方回电

称，该处公共健身点位上残缺的座椅

已安装修复。“为何此前报修，一个多

月都无人过问？”对方称：“有一些配

件缺失，需要时间调配，耽误了维修

时间。”

周浦文化公园
设施老化隐患重重

市民周先生反映，浦东新区周浦

文化公园内的公共健身设施严重老

化，非常破旧。他讲述，有一次带孩子

去游玩，看见旁边的孩子因为没有注

意到设施损坏就去使用，手被夹住，

家长们马上过去帮孩子脱困，但孩子

稚嫩的小手已被夹出一道血口子。

记者来到周浦文化公园，发现公

共健身设施就位于公园内周浦美术

馆的正对面。广场空地上分布着近

40台健身设施，大部分经日晒雨淋

已褪色。表面附着灰尘，塑料手柄也

已老化氧化。此处的地面也是坑坑

洼洼，但是人气却极高，设备利用率

极高。记者目测，短短5分钟内就有

近百人使用该处健身设施。

记者坐上一台名为“健骑器”的健

身设施，按照使用方法，双脚用力蹬、

双手使劲拉，在来回运动中，记者发现

“健骑器”使用不顺畅，明显有“卡壳”

的感觉。还有一处健身设施，用于站

立的托盘已经完全断开，托盘倒扣无

法使用，接口已严重损坏。一位经常

带孩子来此玩耍的家长告诉记者，近

期公园开通了多个入口，来此锻炼的

居民越来越多，但公共健身设施却并

没有得到及时维修更新。有些设施

已经不能使用，但有的“皮孩子”还经

常在这些损坏的健身器材上玩耍，着

实让人捏把汗。

黄色的“健身须知”告示牌上，显

示公示时间为2005年1月，也有健身

器材的报修电话。记者拨打电话，但

三个电话号码均无人接听。通过网

络搜索，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周浦文化

公园的联系方式。接通电话的是养

护单位上海东外滩园林市政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称，会安排工作人员日

常巡查公共设施是否有损坏，发现后

会第一时间处理。对方建议，市民如

发现健身设施损坏，可以向公园内的

管理办公室反映。他表示，为确保市

民安全，一旦遇到健身设施损坏无法

使用的情况，将安排工作人员先拆

除，等待设备维保单位安装更新后再

使用。

康桥汇康园
无靠背座椅已更新

康桥镇的王先生则反映，位于沪

南公路与康桥路交叉口的“汇康园”

内，健身设施扶手损坏，座椅靠背都被

拆除，给来此健身的市民造成不便。

记者来到“汇康园”实地查看，占

地面积约7995平方米的公园是全开

放式的。其公共健身设施沿着健身

步道分布，被茂盛的绿植环绕，环境

宜人。许多市民在此健身散步，还有

家长带着孩子荡秋千，一片欢声笑

语。步道边，添置有一些带靠背的长

椅，从油漆的鲜亮程度来看，安装的

时间并不久，走累的市民正坐在长椅

上休息。记者走了一圈发现，公园内

部的健身设施成色较新，外观并没有

特别的损坏之处，记者随后随机体验

了几台健身设施，发现运转良好，非

常顺畅。不过，记者在现场未看到

“健身须知”告示牌，也未找到健身器

材的报修电话。

在公园内，记者找到一块“汇康

园”的信息公示牌，上面显示管理单

位为浦东新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养

护单位为上海浦林城建工程有限公

司，并留有联系电话。记者根据电话

联系到养护单位询问健身设施维修

事宜。工作人员表示，汇康园口袋公

园在去年进行了景观提升，相关健身

设施也得到了优化，最近并没有收到

市民的报修诉求，但确实对公园长椅

进行了更新。“此前公园内的座椅没有

靠背，在听取市民建议后，我们重新换

成了有靠背的座椅。”对方告诉记者，

市民一旦发现健身设施有损坏的情

况，都可以拨打公示牌上的联系方

式，他们会在核实情况后及时修缮。

新雅路  弄小区
突发断裂险些伤人

新雅路90弄小区居民陆女士反

映，前段时间，自己和老伴在小区内

的公共健身点锻炼身体时，正常使用

的健身设施器械突然发生断裂，险些

被砸伤。“我们老人还没有用力，器械

就突然断了，阿拉的心脏病都快被吓

出来了，太危险了！”

记者来到新雅路90弄，公共健身

点就在小区15号楼南侧，地面为塑胶

材质，此处一共有7台健身设施。

但有些健身设施已被居民挂上了晾

晒的衣物和床单，根本无法使用。

这里同样竖立着一块“健身须知”告

示牌，提醒“未成年人须在监护人的

监护下锻炼”，并提示使用健身器材

前，要先检查器材是否完好，如发现

损坏，请拨打报修电话或扫描二维

码报修，告示牌设立于2023年7月。

由于正值中午，现场并没有居民

在此健身锻炼。记者在现场的健身

设施上，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痕

迹，但是在每块塑胶地面与健身设施

的连接固定处，都被不同颜色的塑胶

打上了“补丁”，地面还有一些破损，

显然已被维修加固过。

记者根据公示牌拨打了报修电

话，唐镇文化体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小区内的公共健身点，居委

日常会负责巡视，发现损坏将第一时

间上报。居民也可拨打报修电话，一

般会在一周内维修完毕，如果遇到需

要调配配件的，可能时间会稍长些。

■ 建立健全日常维护机制
健身场所和器材作为市民体育

健身的重要设施，其维护和保养至关

重要。如果得不到及时修复，不仅影

响到使用者的锻炼效果，还可能带来

安全隐患。

对此，市民呼吁，必须建立健全公

共健身点的日常维护机制，对各个公

共场所的公共健身器材安装、使用、维

护情况，定期开展排查并登记造册，摸

清公共健身器材的安装时间、使用年

限、维保情况等，一旦发现器材损坏或

超出使用期限，应及时维修更新。

■ 严格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公共场所

的健身设施存在的最大问题，往往是

“有人建、没人管”，出了问题不知道

找谁来负责。因为责任不明确，即便

设置了维修电话，日常工作中也往往

并不主动。

对此，市民建议，必须落实健身

器材日常监管维护责任，明确管理维

护的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做到

“有人问、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换”，

定期检查、维护公共健身器材，及时

维修破损损坏的器材，对不能使用和

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应及时拆除，确

保市民的使用安全。

■ 倡导市民文明正确使用
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健身器材的

使用频率也较高。实际上，许多器材

损坏与个别市民不文明的使用习惯

相关，尤其是错误的使用方法，更容

易缩短器材的使用寿命。

对此，相关部门也应该进一步

加大基层宣传力度，向广大群

众宣传文明健身、爱护公共器

材的理念，以及正确使用健

身器材的方法，有效降低

公共健身器材的损耗

及维修率。

所在位置 器材年限 器材数量 存在问题 解决办法
瞿门路广场     .   台 部件缺失 已经修复

周浦文化公园     . 约  台 设施老化 尚待更新

康桥汇康园     .    台 座椅调整 已经优化

新雅路  弄     .7 7台 突发断裂 完成修复

本报记者 姚储杰 李晓明 文/图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推进，市民群众对运动健身的热情日益高涨，相关部门在许
多公共场所都安装了各类健身设施，满足市民健身需求，这类公共“健身点”一经推出，
便受到了市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然而，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在公共健身设施上健身时，会遇到设施损

坏、更新太慢、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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