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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体育
中心传来一阵阵热情呐喊，一场

“闪现潮跑”活动正在热烈举行。
广州市田径协会发动 70 名会员

“跑友”分批跑步6.1公里，并用潮
流运动方式组团打卡。

“我住天河北，平时也喜欢运
动健身，打完卡还能抢优惠券，现
场有抽奖活动，你也可以试试。”
广州市民李女士说。据介绍，“群
体通·云健步”线上徒步活动在广
州掀起了运动新高潮，吸引了近
10万人次直接参与。

近年来，广东全民健身服务水
平持续提升，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丰富
多彩，每年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
活动 5000 多项次，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超4500万人。

在珠海市，匹克球和沙滩气排
球等小众体育项目正逐渐走进大众
生活。击球、拦网、扣杀……一连
串动作酣畅淋漓，在大镜山社区
公 园 ， 许 多 市 民 挥 拍 击 打 匹 克
球，这项新兴运动兼具健身性与
趣味性，正成为都市群众休闲运
动的“新宠”。

除了推广新兴运动，广东还盘
活既有体育场馆，更好地激发群众
参与休闲体育运动的热情。

不久前，深圳市福田区 77 所
中小学超300片体育场地向社会公
益开放，市民可通过小程序和微
信公众号“一键预约”入校健身
运动，这一举措让体育场地“触
手可及”，让运动人群有地可去，
受到市民欢迎。据介绍，福田区
积 极 推 进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共 建 共
享，辖区内释放体育场地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推动全民健身活动
深入开展。

广东更加合理利用空间，建设
社区体育公园，满足人民群众全民
健身运动需求。

“我后面这个以轮滑运动为主
题的极限运动公园，是利用高架桥
底的一块闲置空地改造而成的，以
前我们这些滑板爱好者只能各玩各
的，现在有了一个聚集点，大家在
一起运动，更加愉快。”佛山市民
莫先生告诉记者。

在佛山市南海桂城，各式各样

的体育公园分布在小区之间、道路
尽头、桥下空间甚至拐角空地，为
市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了
更多灵活的选择。

“近年来，广东立足城市建设
密度高、可利用空间有限的实际情
况，指导各地充分利用尚未利用的
城镇边角地、插花地、街头绿地及
城镇建筑物立体空间等，建成一批
具有体育锻炼和文化休闲功能的社
区体育公园，大大提升了市民的幸
福感。”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 2021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
调查数据初步成果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广东现有各类体育场
地设施数量约 31 万个，场地面积
约3.22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超 2.5 平方米，其中各类足球场
地数量约 1.16 万个，篮球场地超
10 万个，健身步道 5660 个，总长
超 1.9万公里，城乡“15分钟健身
圈”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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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热度攀升
今年8月8日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近年来，全民健身

热度持续攀升。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

统筹城乡、公平可及、服务便利、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各地进一步优化资源布局，扩大服务供给，推动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

晨跑、散步、骑行……在山西
省太原市，贯穿汾河景区全境、总
长 75 公里的滨河自行车道自去年
5月贯通后，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健
身房。

“过去一年，我经常骑车上下
班，来回 1 小时，既是通勤，又
能锻炼。”上班族杨晓雪打开“汾
河自行车智慧健身服务系统”小
程 序 ， 给 记 者 展 示 她 的 累 计 里
程，“你看，我都骑行了 2000 多
公里了。”

山西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山西将用5年时间，沿汾河流
经市、县，在城区范围内建成汾河
自行车健身长廊，为市民广泛开展
健身运动提供新空间。

在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社
区的长风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健
身、瑜伽、篮球、动感单车等健身
项目一应俱全，这里是全国首批 7
个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试点之一。

“周末约上三五好友打打羽毛
球，暑假还给孩子报了篮球课。家
门口有了这样一个健身房，非常方

便，并且办年卡也不贵。”家住附
近的张文军说。

2021 年，山西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已达 2.31 平方米，超额完成

“十三五”规划人均面积1.8平方米
的目标。“十四五”期间，山西计
划新建或改扩建 40 个以上体育公
园，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向社会开放。此外，山西将以开
发空闲用地、改造老旧厂房等方
式，建设 100 个社区全民健身中
心。到 2025 年底，全省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将达到2.6平方米。

“现在练习太极拳，出门10分
钟一定能找到一个公园。”山西省
大同市杨氏太极拳协会主席王志强
说。他从 20 多岁练习、推广太极
拳，到现在已经 40 年，会员也从
一开始的几百人发展到上万人，

“政府还特地在大同市展览馆划了
一块场地，让我们推广太极拳，带
动更多人健身运动。”

在不久前结束的大同市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上，4个组别、27
个项目尽展群众体育风采。作为组
织者，王志强也见证了这3年运动
会的变化，“活动规模大了，参与
范围广了，项目也更丰富了，健身
氛围越来越浓厚。”

不仅是全民健身运动会，山西
以赛事体系带动全民健身，围绕

“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
块，将偏关老牛湾国际马拉松速
度滑冰越野赛、太原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太行山大峡谷国际攀岩
赛、尧城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
等赛事做出影响力，加快体育与
康养、文化、旅游等多领域的融
合发展。

全民健身热潮的形成，离不开
政策的保障和推动。今年 2 月，

《 山 西 省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21—2025 年）》 印发，山西将
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
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
组织活力，到 2025 年底，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县、乡、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实现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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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球！”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体育大街与跃进路交口的一处笼式
篮球场内，一场三人制比赛激战正
酣，26 岁的闫宇航一个勾手，篮
球应声入网。漂亮的软塑地面、崭
新的球架、来去如风的身影，让人
们感受到运动的魅力。

“以前场地少，想打球要排
队，现在出门就有场地，不用为四
处找球场犯愁了！”闫宇航说。自
打 2021 年开始，石家庄市陆续建
了不少球类笼式运动场，他家门口
的临街市场集体搬迁，腾退后的空
地也成了笼式篮球场。

让生活更具品质，是人民群众
的殷切期盼。《河北省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超过 39.3%，每千人拥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不少于 2.16 名，带动全省
体育产业总规模达3000亿元。

场地设施是基础。近年来，石
家庄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成果显
著。“今年，石家庄市将建设 200 处
公共球类运动场地列为全市惠民工
程之一，其中首批建成的81座球类
运动场已于4月向社会开放。”石家
庄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乔恒利说。

场地有了，体育指导也不能
少。“这些年，石家庄市大力扶持
社会体育组织发展，形成了由市体
育总会、各单项体育协会为引导，
以活动站点、晨晚练点为辐射点，
体 育 社 团 为 脉 络 的 全 民 健 身 网
络。”石家庄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主席张晓丹介绍说，目前石家庄
市已有在册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
员27535人。“他们活跃在公园、社
区和乡镇的健身场所，引导大众参
与全民健身。”

青少年群体体育锻炼至关重
要。“大家的身体要微微向前倾，
双手轻轻舒展开，跟着老师一起练
习基本动作……”在河北省任丘京
师学校的仿真冰滑冰馆内，教练指
导孩子们进行滑冰训练。

为抓好青少年体育锻炼，任丘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业余体校全部专
业教练员 13 人组成教练组，全部
下沉到市区及其周边的中小学校。

在担任学校体育课教学的同时，会
同学校的体育教师利用课外活动时
间及双休日、寒暑假进行体育训
练，开展田径、跳水、游泳、乒乓
球、篮球、拳击、足球、武术、冰
壶、轮滑等项目训练工作，做好青
少年体育项目的技能普及。

“全市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并且各校打造 1 至 2
项传统体育项目，创特色品牌。”
任丘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耿勇男说，学校结合民族传统体
育、竞技体育、民间特色体育、趣
味体育等相关体育项目，创新体育
活动内容、方式和载体，增强体育
活动的创造性、趣味性，扩大体育
活动的吸引力，培养学生的体育爱
好、运动兴趣和技能特长。

为进一步调动学校开展体育活
动的积极性，任丘市通过日常体育
课和赛事选拔出优秀体育人才，成
立各项目训练队，进行专业化的训
练，夯实体育人才培养的基础。赛
事的增多，激发了青少年学生参与
体育活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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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傍晚，暑气刚
散，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区滨湖世纪社区清华园
小区居民赵新忠与老伴
申昌秀带着双胞胎孙子，
一如往常来到家门口的
塘西河体育公园散步。

“这里与我家只隔
了两个红绿灯，体育设
施很完善，有专业的跑
道，太适合我们这些慢
跑爱好者了。”赵新忠
说，“孩子们到这里也
撒欢地玩。”

塘西河体育公园位
于广西路以东、塘西河
沙滩公园与滨湖轮滑场
之间，占地面积约 83
亩，于 2016 年 10 月建
成开放，以全民健身为
主旨，包含足球场、篮
球场、健身广场及儿童
乐园，是周边市民周
末、晚间最喜爱的打卡
地。公园可以满足各年
龄段人群的健身需求，
日均健身约 560 人次，
全年约20万人次。

“孩子在这里滑轮
滑，和小伙伴一起打乒
乓球……能玩的可多
了，常常玩得不愿回家。”申昌秀说，这
里还有广场舞队伍，自己偶尔也加入其
中，舒活舒活筋骨。

为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安徽
省构建省、市、县 （市、区）、乡镇

（街道）、行政村 （社区） 五级全民健
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15 分钟健身
圈”，2021年全省建成3583个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场地设施面积增加335万平
方米，截至 2021 年底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2.36 平方米。2022 年全省计划
建设3500个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到2023年，安徽将对全省已配建

健身设施的小区和所
有行政村的健身设施
进行全面维修改造提
升，对未配建健身设
施的小区进行配建，
基本实现城乡居民身
边健身设施全覆盖。”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
处长张伟说。

据 了 解 ， 未 来 ，
安徽省还将进一步深
化、细化全民健身各
项举措，不仅在小区
内完善群众身边健身
设施，还将在小区外
加快城市健身步道建
设。吸引社会力量利
用城市空闲地、老旧
厂房等空间资源以及
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
化娱乐、商业等设施
资源，按照“因地制
宜”“一处一策”的原
则，建设一批“口袋
体育公园”“百姓健身
房”等。鼓励有条件
的学校实施体育场地

“一场两门、早晚两
开”，新建学校按开放
条件设计、建设体育
场地设施。

在场地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
安徽省大力创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大力推广群众性冰雪运动，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赛事活动，2021 年全年开展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3723 场、345 万人
参加。

“接下来，安徽省将推动体育协会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
组织开展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培训，
教会群众 1—2 项运动技能。常态化举
办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动会和
省、市、县、社区 （村） 四级联赛，
带动群众健身发展。”张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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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内人多了起
来。“上班久坐容易腰酸背痛，吃
完 晚 饭 来 这 拉 伸 一 下 ， 舒 服 不
少。”市民罗芳坐在智能推举训练
器的坐板上，双臂向上推举伸展，
她身后的电子面板上显示出推举时
间、次数与消耗热量等数据。“运
动量一目了然。”做完一组动作，
罗芳指着训练器说，“手机扫描器
材上的二维码，还能看指导视频，
我们的运动姿势也更加标准了。”

在罗芳的印象中，原先公园里
健身设备简陋，夜晚灯光昏暗，存
在不少安全隐患。2021年7月，改
造完成的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向公众
开放。篮球场、足球场、红土网球
场、小轮车泵道、智慧健身跑道等
健身场所分布于公园各个角落；体
质检测器、椭圆漫步机、竞赛健身
车等32种智能健身器械齐备。“公
园基本能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健身和
休闲需求，市民进来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运动内容。”公园运营方负
责人李轶峰介绍，2021 年公园累
计服务运动人群超15万人次。

“现在 5 分钟就能走到公园，
我们一家人晚饭后都喜欢来公园锻
炼。”罗芳说。近年来，福建省推
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改善公
共体育设施条件，打造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据统计，截至目前，
福 建 省 已 建 成 智 慧 体 育 公 园 28
个，在建 20 个，截至 2021 年底，
福建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41
平方米。据悉，“十四五”期间，福建
省还将新建或改扩建100个智慧体
育公园和一批全民健身设施。

“三分建、七分管”，让好用的
健身设施被用好，还需做好运营管
理工作。2020 年，福建省出台了

《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运营和维护管理
指引》，针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运
营维护中出现的一系列情况进行了
细致指引。

公园管理办公室内，工作人员
正盯着大屏上的智慧体育综合管控
平台，屏幕上，体育公园的人流、
设备、环境等数据实时跳动。“我
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段与不同地点的
人数科学安排现场管理人员，大大
提高了管护效率。同时，平台能在
线管理运动场地的门禁、灯光、广
播等设备，市民可以在线预约场
地，扫码自助进场。”李轶峰说。

晚上，家住公园附近的市民王
猷辉扫描篮球场门口的二维码，大
门打开，灯光同步亮起。“在家线上
提前预约，到点就能扫码进场，特别
方便！”王猷辉一边热身一边说，“最
近报名参加了公园举办的篮球赛，
趁下班休息和朋友多练练。”

李轶峰介绍，西河智慧体育公
园以“免费+低偿”形式向公众开
放，通过低价场地预订服务、开设
体育培训课程、举办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等方式，在达到整体收支平衡
的同时，持续激发市民健身热情。

“福建省将着力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破
解有效供给不足的难题，让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在‘量’与‘质’
上都能满足群众的健身需要。”福
建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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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蒙城县把公安徽省蒙城县把公
园园、、广场与全民健身相广场与全民健身相
结合结合，，吸引大批市民到吸引大批市民到
公园运动健身公园运动健身。。

胡卫国胡卫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河智慧体
育公园里，一位市民正在体验智慧健身
设备。 谢贵明（人民视觉）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河智慧体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河智慧体
育公园里育公园里，，一位市民正在体验智慧健身一位市民正在体验智慧健身
设备设备。。 谢贵明谢贵明（（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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