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落里的运动场

很    的操舞房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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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小伙卢冲，出生于嘉定区北管村， 岁搬到嘉定新城，
如今，他选择回到家乡，投身新农村建设。不少大学同学很好
奇，为什么他没有留在城中心。卢冲将手机里的照片发给大
家看，除了鳞次栉比的别墅，还有市民健身驿站等配套设施，
让他有安居乐业的动力。

在全新开放的四川北路街道市民健身驿站，  多岁的吴

先生每天都会在这里运动一小时左右，并带动身边好友加入健
康养生队伍。“老年人友好”体现在驿站的方方面面，吴先生夸
赞：“生活品质提高了。”

    年，越来越多的共享健身运动场所开到了上海市民的
家门口，丰富了“  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的内涵，让社区居民
可以更方便去健身。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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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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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市民（职工）

健身驿站  个、市民

运动球场   片。

很方便的健身房

“15分钟生活圈”更美了，市民夸赞“生活品质提高了”

共享运动场所开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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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贴一点
企业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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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段分为每小时

3、6、 元三个档次，健身

费用按小时结算。政府

贴一点，企业让一点，百

姓掏一点，自5年前第一

家百姓健身房开启，目

前全市已有6个区采取

这样的模式，开出了  

余家健身驿站，覆盖上

海大部分区，一些场地

还在探索共享健身指

导、共享运动课程等模

式，来惠及更多市民。

    年，“互联网+

体育”模式运营的共享

健身在上海首创，形成

可推广模式。通过共享

运动场后台终端管理系

统的“中枢大脑”，九回

运动场地包括健身房、

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

场、网球场等多种类型

可供选择，目前注册会

员已达   万人。

场馆采取监控设置

全覆盖的无人值守管

理，市民可通过支付宝

小程序扫码进入，实现

快捷入场和记录。通过

共享运动场管理系统，

远程管理中心全天专人

值守，关注场地现场情

况。线下场馆配备巡

场人员，第一时

间处置各类突

发情况，

保障场

馆运营

安全。

北翟路中环桥下，曾是一片荒凉。

如今，一座座“动物园”球场，让这里成为

网红健身乐园。

北区粉红色的“火烈鸟”是室外篮球

场，西区深黄色的“猎豹”是室内篮球场，

东区黑白条纹的“斑马”则是足球场，成

序列的设计元素和慢行网络，使得原本

割裂的空间相互联系，添加的运动球场、

座椅、照明等功能性设施也呼应设计主

题，营造出协调统一又欢快的场所气

氛。90后的陈翔是一名资深篮球爱好

者，“在高架桥下打篮球，不用担心噪声

扰民，在河边打球还有自然风，不用开

空调，还能顺便‘低碳实践’一下。”

随着北翟路洛克公园的兴起，细心

的市民发现，越来越多的桥下空间被重

新利用起来。

位于云岭西路至苏州河段的普陀

区中环路桥下空间，原本是垃圾清运车

停放点，如今是占地达1.5万平方米的

桥下体育空间。静安区改造了共和新路

桥下11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对原有

桥下体育场地、道路、停车区域等进行一

体化设计，增加跑步道、滑板场、霹雳舞

舞台等多元潮流运动元素，提供更多城

市体育文化活动聚集地。

利用城市“金角银边”，打造藏在角

落里的运动场，破解了老百姓“健身去哪

儿”的难题。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增加

了公共体育设施供给；鼓励和扶持了优

质民营企业，推动本市体育产业发展；体

现了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性。

冬日渐冷，申城运动氛围继续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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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健身两相宜，这是卢冲目前的

生活状态。“新农村农民别墅第一期和第

二期已经翻建好，我们全家去年搬回来

住。”卢冲说。此前，村里有健身苑点，但

器材不是很专业，“如果我们想要去健身

房，需要开车到马陆镇或者南翔镇，距离

这里6公里多。”而现在，健身驿站就在

单位和家附近，午休或者下班后，在跑步

机上跑10公里，再撸个铁，还有专业教

练指导，卢冲再也不用为“去哪儿健身”

而烦恼了。

健身，就像去便利店那样，来去随

意、方便。

四川北路街道市民健身驿站位于四

川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面积近150

平方米，有有氧运动区、固定力量区、自

由力量区，充分体现着“小而全”，满足不

同健身水平的市民需求。“60岁以上老

人免费。”吴先生竖起大拇指，“政府为老

百姓办了实事。”

华阳社区市民健身驿站俨然成了街

道的网红健身房，官方推文下的留言里，

其他社区居民纷纷表示羡慕：“什么时

候，健身房能开到我家门口？”本周气温

骤降，即便如此，晚饭过后前来健身的市

民仍络绎不绝。倪先生保持着每周3到5

次的健身习惯，“每天办公室里久坐，下

班后必须要来动一动。”

“健身难、健身贵”是老生常谈。与

常规商业年卡、月卡销售模式不同，驿站

采取计时收费，每小时费用在3元至9元

之间。“晚上最贵时段也才9元一小时，

超级便宜，不用被年卡套牢。”南非友人

格雷戈里告诉记者。

负责运营驿站的上海九回体育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彦博表示：“这个项目

是公益性的，明年计划再开20家，市民

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健身指导员进行增

值服务。”

跳舞、跳操、亲子课程、宝妈课程……

以“不要怕从零开始，只怕从未开始”为口

号，火烈鸟操舞房是申城首个专门面向女

性人群的共享健身房。

首家火烈鸟操舞房开在上海西站2

号口下沉式广场，“下班乘坐地铁，顺路

运动完再回家，让工作和锻炼无缝衔

接。”罗小姐在这里找到了都市白领的

“快乐老家”。生完孩子后，罗小姐想要

重塑身材，也曾去操房跳过操，但她发现

不太适合自己，“很多学员都是跟着一个

教练跳了很久，像我这种初学者跟不上，

只能躲在最后一排随便跳跳。再加上我

平时带娃，没有固定锻炼时间，如果第二

次再去跳，就更跟不上其他学员的步子

了。”如今，她享受到了教练一对一的指

导，“这里的教练很贴心，会特别关照每

一个学员，选择课程时也分难易程度，对

我们每个健身者来说都是个性化服务。”

商务楼宇里，也为每天坐办公室的白

领开出了迷你健身房。中午时分，走进外

滩金融都市运动中心，一片火热朝天的景

象。除了基础运动项目，在超级火烈鸟操

舞房里，记者看到，动感的音乐声中，女性

们挥洒汗水，释放着工作的压力。

该运动空间隶属于小东门街道，租

金、装修由区体育局和街道出资，引入第

三方运营，这样各个项目收费可以低于

市场价。据介绍，免掉的租金打包成福

利，回馈给市民，一堂课只要50元。

桂江路公共篮球场和康健社区体育

公园市民球场这两处“家门口”的运动健

身场所，如今是一片共享篮球场，其最大

的特点是“智慧”。

附近居民陈先生十年前开始就是这

片篮球场的常客。谈起篮球场的“新面

貌”，他说道：“相比以前，场地的画线更

加标准规范，打破常规的几何图案色彩

活泼明快，篮球架也换成了地埋式，体现

了专业和用心。”

除了智能的门禁系统，篮球场处处

充满了科技感。通过后台数据，运营方

能第一时间看到客流分布情况，知晓当

天的运动服务人次、用户运动时长、分时

段入场人次比例及活跃用户年龄分布等

精细化数据分析。为了做好无人服务的

保障，还配备了智能摄像头和应急医疗

箱，切实筑牢居民的体育安全防线。

这些高科技手段，不仅让居民能够

合理安排自己的运动时间，避免“白跑一

趟”的尴尬，也能帮助运营方及时了解自

己的不足并加以调整。

健身场地变得共享与智慧，这样

的案例在申城比比皆是。近日，洛克

公园和九回共享运动场入选“人民的

城市——上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

地”主题展。据洛克公园创始人、上海洛

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祺介

绍，每年来共享健身房的人数有30%的

增长，这是一项实事工程，“我们的初衷

是，以科技赋能、和政府合作、结合公益

和市场模式，用新的运营方式，将共享

健身的模式推广出去。”

充满智慧的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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