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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家 136 家，依托适老化、智能化的器材设备，为老年人

提供基础健康检测、科学健身指导、慢病运动干预、休闲社交

等服务。

目前，上海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探索已经进阶到“3.0版”。

项目运营方、尚体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亮告诉

《新民周刊》记者：现在上海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健身器械已实

现“智能化”，可跟踪老年人体质指标变化和运动情况，还可通

过亲情账号反馈给家人。根据体测结果，运动处方系统会给出合

理建议，并定期为老年人出具检测报告。“以前就是在公园散散

步、有健身器材就随便动一动，没人指导，也没啥收获。到这里

就不一样了，有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设施，还有专业人员指导，坚

持锻炼看得到效果。”在上海首批开放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之一

的徐汇区康健社区乐活空间，一位老年锻炼者这样说。

对于场馆方而言，依托管理系统，他们能清晰了解锻炼人

群的年龄分布、锻炼时长、器械使用情况等，方便及时调整，

提升服务水平。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为前来锻炼的每一位老年人建立电子运

动健康档案，实现“一人一档”，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已有档

案 18000 余份。“这样的电子运动健康档案，在监测运动效果

图”小程序，她很快找到了离家一公里以内的一家网球俱乐部。

这家机构的实景图片、场地条件、收费标准、对用户的提示等

信息都一应俱全，她立即就在同一个界面下单预订了周末傍晚

的时间。“我之前还在小程序里抢到了上海体育消费券，去网

球场时还能现场抵扣金额，太赞啦！”

和小田一样体验到上海体育提供的如此便捷的服务的，还

有千百万喜爱体育锻炼的市民。《2023 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

告》显示，上海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50.5%；如此

庞大的人群，对体育场馆设施信息的需求自然很大。为了服务

民众，上海市体育局推出了“来沪动丨健身地图”服务平台。

自 2020 年 8 月上线以来，该服务平台不断迭代，目前已升

级到中英文双语版，方便在沪外国人也可使用。用户在随申办

微信小程序、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几大平台都能访问“来沪

动丨健身地图”。在这里，无论是公共场馆、商业场馆还是学

校开放的体育场地、社区健身点，各种性质、不同规模的场所，

皆可一网打尽。目前平台接入的各类体育场所已有21000余处，

其中公共体育设施近20000个、可在线预订的体育场馆近800家、

学校场地开放 300 余处，用户量达到 390 余万人。

“像健身地图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并没有追求技术创新，

而是数字化场景的高效复制，我们更加突出体育公共服务的普

惠性，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公共服务带来的便捷和实惠。”

上海市体育宣传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在“来沪动丨健身地图”里能看到的上海各个社区的体育

锻炼器材，每一个器材上都有一个二维码，实现了数字化的“码

上管理”。市民扫码后可以看到器材的名称、使用年限和使用

方法，还能对故障的器材进行报修。器材巡检人员在完成工作后，

填报的数据即时汇总到市级的统一平台。当前，上海已实现便

民健身器材分级分类赋码 2 万余个。

为了满足老年群体的健身需求，近年来，上海在全国首创

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不仅是嵌入社区的适老化健身场

所，更是一个为他们提供数字化运动健康服务的好去处。2023

年底，上海市体育局会同上海市民政局，在全市建成长者运动

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
数字化赋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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