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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是深入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
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
全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必要条件。让群众告
别“健身”之问，是解决群众身边民生问
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５月１６日，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组织
政协委员和特邀专家围绕“推进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与开放”主题进行资政建言，真知灼
见熠熠生辉。

健身去哪儿？
这是一个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后的新时代之问。
如今，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

宁波老百姓，已经进入关注健康、
重视健身的阶段。小区、街道空地
上跳广场舞的多了，公园绿地间跑
步、快走的多了，篮球场、羽毛球
馆、健身房挥汗如雨的多了……人
们仿佛突然间明白：健康就是那无
数 个 “ ０” 前 的 “ １”， 没 有 了

“１”，“０”再多也是徒劳。而健身
无疑是保持健康的重要方式。

人们对健身的需求突然爆发，
宁波的公共体育设施够承接吗？人
们健身都有地方去吗？市政协委员
通过调研了解到：“健身去哪儿”难
题有所缓解，但群众身边的体育场
地设施不足、开放利用程度不高依
然是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的短板，与
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健身热情不相
适应。

“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
放，党委、政府主导责任要担起
来。”市政协委员一致认为。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对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工作日益重视，
但仍放在民生领域相对次要的位置。
各相关部门在工作推进中存在“条块
分割”的现象。更令人遗憾的是，我市
尚未出台相应的法规制度。

委员们建议，要进一步把体育
场地设施重点项目纳入党委政府重
点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纳入民生实事项目的年
度任务。借鉴上海、杭州等地经
验，制定出台 《宁波市全民健身条
例》，结合群众需求与发展趋势，将
新的政策导向、创新机制写入条
例，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的指导作
用。同时，研究出台我市体育设施
建设和管理办法，为增加供给、促
进开放提供保障。

委员们指出，部门是否协同配
合，能不能形成工作合力，也是推
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的重要
因素。为此，要加强部门协同，建
立自然资源与规划、住建、城管、
体育、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协调机
制，及时研究解决在体育设施规
划、土地出让、设施验收、维护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是一
项系统工程，除了党委、政府加强
顶层设计，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外，
还需要激励全社会广泛参与，真正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

参与的新格局。
“当前，单纯依靠政府力量难以

完全满足群众健身需求，还需要充分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委员们认为，
从国内其他城市的实践来看，破解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和开放难题，吸引社
会力量的参与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温州是社会力量办体育的试点
城市，这方面发展得“风生水起”，
比如温州武术博物馆依靠当地企业
家“接盘”改造，焕发出新的活
力，成为武术爱好者交流切磋的重
要场所；温州的庆年坊文化家园百
姓健身房，通过引入社会力量，让
辖区里的体育社团和志愿者参与健
身房的体育健身指导，换取服务积
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委员们建
议，相关部门要坚持“放管服”改
革，落实国家关于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和管理的优惠政策，积极发挥产
业引导资金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
的积极性。要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余额购买健身服务的可行
性，探索在中心城区试点城镇职工
医保卡余额购买健身服务，倡导健
身防病，促进群众参与全民健身。
要探索发放市民健身卡，市民凭健
身卡可在公共体育场馆锻炼，也可
在商业体育场所刷卡健身 （价格应
比市场价格有 10%至 20%的折扣），
并根据市民健身卡消费记录，每年
对商业体育场所进行适当补助，提
高商业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顶层设计 为全民健身打基础

统计表明，2018 年我市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为 2.29 平方米，高于全
省 2.19 平方米的平均水平，较上年
增长 17.4%，人均数全省第三，增
幅全省第二。从数据看，我市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步伐在加快。但委员
们指出，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与
国内同类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与发达国家如美国 （人均 16 平方
米）、日本 （人均 19 平方米） 相
比，差距更大。宁波要建成“名城
名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数据
应该跟上。

如何跟上？加大建设力度仍是
最主要办法。

委员们指出，要切实做好群众
身边体育设施建设，关键就是抓好
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我市早在
2018 年 9 月出台了 《关于推进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加快体育设施规划建
设的通知》，其中提出几项建设指
标：新建小区要按规模配套室内体
育设施千分之五的建设指标，新建
改建公园绿地要按项目占地面积不
低于百分之五配建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街道 （乡镇） 体育综合场馆建
筑面积要不低于 2000平方米、社区
体 育 场 馆 面 积 要 不 低 于 250 平 方
米。这些规定，是今后我市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的重要政策依据，也是
破解群众身边体育设施短缺矛盾的
好办法。

“要推行‘公园+体育’模式，
促进体育公园融合发展。”委员们
说。结合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推行

“公园+体育”模式，是当前我市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基本模式和主要
路径，今年体育公园建设被列入民
生实事项目。委员们建议，在规划
设计上，要把体育公园作为民生幸

福工程和城市名片，纳入城市建设
整体规划布局，尽可能地与周边健
身步道、慢行系统连接起来，构成

“点、线、面”相结合的“绿色”
“低碳”“立体”的全民健身网络；
在体育设施配置上，要结合自然条
件，因地制宜，合理配置，不盲目追
求规模和标准，注重安全实用；在开
放服务上，要将建设和管理统筹考
虑，完善规章制度、安排专人加强管
理，引导群众安全、文明、有序地使
用，确保长期发挥效益。

“还可以打造体育服务综合体和
体育运动休闲小镇，满足群众对身
边公共体育设施的需求。”委员们的
建议为我们开了一个“脑洞”。“在
城区，要积极打造体育服务综合
体，并在新建的同时，鼓励现有的
体育场馆、城市空间以及其他具备
条件的建筑设施改造成体育服务综
合体。在乡村，要探索建设体育运
动休闲小镇，因地制宜地植入山
地、户外、水上、航空、冰雪等消
费引领性强、覆盖面广的室内外运
动休闲场地设施，每个小镇布局多
个运动休闲项目，满足不同人群的
健身休闲需求”。

委员们还建议，要根据居民需
求和实际情况规划设计城区新建、
改建公共体育场项目，不盲目追求
高水平，同时注重场地“一地多
用”布局，提高场地利用率。要丰
富体育设施内涵，除传统设施以
外，增加自行车骑行、水上运动等
活动的场地及适合在办公区域、商
务楼宇内布置的健身设施。要明确
新建住宅小区公共体育设施管理的
责任主体，并委托给第三方运营。
要做好室外健身器材的管理维护工
作。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过期的
健身设施和器材。

聚焦需求 为全民健身搭好台

学校体育设施，显然是周边居
民眼中的一块“大肥肉”，“就在边
上太方便了”。然而，关于学校体育
设施要不要向社会开放的争议，在
媒体上、网络上从未停止过。

据委员们调查，学校体育设施
向居民开放确实存在诸多难题，如
设施老化加速，管理负担加重，谁
来为此买单？群众在锻炼中发生意
外疾病、伤害，该由谁负责？少数
居民文明素养欠缺，存在垃圾乱
扔、烟蒂烧坏塑胶跑道、图书失窃、
不受门卫管束等现象，该怎么办？正
因问题重重，虽然有关部门下发通知
要求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但多
数学校仅有田径场等少数设施对外
开放，室内场馆仍没有开放。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不但总量
多，而且布局合理，是真正的群众
身边的健身场所。如何使学校体育
场地设施开放既让群众“开心”，又
让学校“放心”？委员们建议，要创
新运营管理模式，通过推广委托第
三方运营管理来促进学校室内场馆
的开放；要制定辖区学校体育设施
开放制度及居民进校园文明守则，建
立“黑名单”禁入制度，凭刷卡进入学
校体育场馆；要推广公众责任险，明
确居民在校园内发生的安全事故由
保险公司负责；要加大政府资金补助
力度，用于学校安排专人加强管理及
体育设备的维护与更新。

与学校体育设施相比，城市大
型公共体育设施虽然没有便利的优
势，但因其功能更齐全也深受群众喜
欢。然而，城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往
往缺乏运营，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据
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我国城市大
型体育场馆的平均利用率不到30%。

委员们认为，必须提高大型体
育场馆的服务效能，使其成为居民
健身的好去处之一。建议有关部门
积极探索公共体育场馆所有权和经
营权分离的模式，运用现代企业制
度，引入专业机构开展委托运营，

规范服务内容，挖掘场馆资源，鼓
励发展多元业态，全面提升运营效
能；要推动智慧场馆建设，建立体
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和全民健身活动
信息发布与管理平台，让群众“健
身去哪儿”的需求通过信息引导找
到合适的体育场馆；还要进一步明
确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范
围、开放要求、开放职责和落实办
法。真正提升公共体育场馆的利用
率和服务效能。

“室外健身器材的管理维护是一
个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委员们指出，我市在室
外健身器材建设与维护方面做了不
少工作，但室外健身器材重建设轻
管理、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不同程
度存在。

据统计，2018 年我市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为 41.9%，其
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经常使用
室外器材进行健身，这种健身方式深
受社区居民的喜爱，室外健身器材已
成为构建便民惠民的群众体育“六边
工程”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成为构
建10分钟健身圈的重要一环。

委员们建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落实责任单
位和人员，通过签订责任状、服务外
包、购买公众责任险等形式，加强公共
体育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及时维修、
更换破损、过期的健身设施和器材，
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健身服务。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城市的发
展，不仅仅是GDP的突破，城市规
模的扩大，更需要的是社会事业的
繁荣、城市文明的提升、城市居民
幸福与获得感的满足，这其中推进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就不只
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关键小事”，
更是事关健康宁波、文明港城的未
来保障。政协委员带头呼吁，各界
人士共同助力，那么，相信让群众
告别“健身去哪儿”之问的日子，
就一定指日可待。

统筹资源 为全民健身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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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告别让群众告别““健身健身””之问之问
市政协委员踊跃献策市政协委员踊跃献策““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

“健身去哪儿”，这是一个问
题吗？小区楼下随便走走，不就
是健身吗？也许你会这样想。是
的，在小区楼下走走路，这也是
健身。或许对不怎么重视健身的
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

但广场舞大妈不会同意，因
为跳舞需要一块较大的空地；喜
欢滑滑板的小朋友不会同意，因
为孩子们心中需要一块平整但不
坚硬的场地；爱好打羽毛球的姑
娘也不会同意，因为打羽毛球得
有室内场地，才不会受自然风影
响；足球小子更不会同意，因为
足球场才能施展天才球艺，不小
心踢碎人家玻璃那可不行……

有统计资料显示，2018 年我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
为 41.9%。相当于十人中有四人以
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见体育锻
炼是群众多么重要的一个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体育锻炼就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之一，与身边公共体育设施不
足构成了一对社会矛盾。面对矛
盾，我们必须拿出解决矛盾的勇
气和担当，认真查找问题、分析
差距、研究措施、补上短板，让
群众真正体会到获得感。

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人民的
幸福感从何而来？既有来自一个
国家、一座城市重大成就的幸福
感，更有身边困难问题得到破解
后的幸福感……虽然前一种幸福
感持续时间更久，但后一种幸福
感因为接近，所以亲切，更能被
人深切地感受到。

因此，重视民生要从群众身
边事始，要从群众最大期盼始。

重视民生从群众身边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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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内河水域文化广场内河水域““赛龙舟赛龙舟””

市民利用校园体育场进行健身活动市民利用校园体育场进行健身活动

市民在月湖公园小广场翩翩起舞市民在月湖公园小广场翩翩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