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报告显示：
宁波健身人群
占比超八成

日前，宁波市统计局开展了
“2023年宁波市健身场地设施及群众
健身情况满意度调查”，共获得成功样
本 2000 个，调查范围涵盖 10 个区
（县、市）。

调查结果显示，健身已成为宁波
多数公众日常习惯，健身人群占比超
八成；公众对健身相关政策举措高度
肯定，支持率达99.4%；公众对公共健
身场馆开放情况及公园健身设施配备
情况满意率均超90.0%。

调查显示，2023年宁波公众平常
有健身习惯的人群占比为82.1%，与
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几乎天天健身”
占7.8%；“经常健身”占16.9%；“偶尔
健身”占57.4%。

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人群健身
参与度存在差异。40岁及以上人群健
身参与度普遍较高，健身人群占比超
80.0%。其中，60-69周岁人群“几乎
天天健身”和“经常健身”的比例超五
成，达53.8%。而18-29周岁和30-39
周岁人群的 这 一 比例分别仅为
11.8%、12.2%。

对于健身场所的选择，调查显示，
宁波公众进行健身锻炼首选场所为

“公园”（38.0%），其次为“社区”
（17.9%），两者合计占比超五成。此外，
也有部分人群选择“附近学校体育场
地”（7.9%）、体育馆（场）（7.7%）。而选
择“健身房”的仅为10.6%。可见，公众
健身锻炼更倾向户外场所。

调查显示，宁波公众对公共体育
场馆开放情况普遍表示满意。其中，对
周边学校体育场馆开放情况满意率为
90.7%，表示“满意”的公众比例最高，
为48.3%，较上年提升2.6个百分点；
对学校以外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满
意率为92.8%，表示“满意”的公众比
例同样最高，为45.8%，较上年提升
0.8个百分点。

宁波公众对周边公园健身设施的
配备情况满意率为91.9%。其中，表示

“满意”公众的比例最高，为43.3%，较
上年提升2.6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公众对公共健身场地
及设施仍存四点期盼：一盼开放场馆
数量再增加；二盼器材设备质量再提
升；三盼专业管理服务再加强；四盼开
放信息告知再广泛。

记者 王婧 通讯员 陶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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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阶段群体有健身习惯人群
占比（单位：%）。

读宁波

A06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陈韬 胡晓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保障性租赁住房是由政府给
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面向新
市民、青年人，解决这些群体职住
平衡问题的住房。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
月底，宁波已累计筹建保障性租
赁住房13.2万套（间），新建房源
3.5万套（间），规模居全省首位。

那么，宁波是如何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的？

位于鄞州区下应街道的“海
畔居”，是鄞州区在2022年纳管

的一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该
项目有4幢公寓，共1034套住房。

“我们项目从2017年交付运
营，租住人群集中在20-40岁。”
宁波海畔居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总经理吴剑蓉介绍，“由于我们
项目的租金相比周边公寓优惠
15%左右，吸引了一大批周边企业
员工入住，目前入住率95%左右。”

在海曙区翠柏里街区，有两
栋名为“毕业生之家”的公寓楼。
这两栋公寓，每年都会为工程学
院应届毕业生提供一年酒店式的

住宿服务。18平方米-28平方米
不等的套型面积，每月租金仅
150元至350元，远低于周边同
类型公寓，吸引了一批刚毕业的
大学生。

此外，为解决在甬高校毕业
生租房群体的“首年之困”，今年
6月，宁波住房保障部门在市内
各大高校发布“青春版房源地
图”，超过3万余套保障性租赁住
房房源成为租赁地图首批上线房
源，覆盖宁波全市区域范围，可优
先满足毕业生群体的租住需求。

④

位于杭州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民营企业对自行投资筹建、
运营保障性租赁住房，存在运营
难度大、资金负担重的顾虑，影响
筹建、运营的积极性。如何提高企
业筹建积极性，保障保租房的长
效运营？慈溪市在全省率先破题。

根据慈溪市出台的《慈溪市
促进保障性租赁住房规范运营奖
补方案》和《慈溪市保障性租赁住
房运营奖补实施细则》，从2023
年1月1日起，对符合要求的保
租房，参照相关办法，按租赁住房
建筑面积每年每平方米40元，且
每年每套（间）不高于1200元的
标准予以奖补，同一房源年度内
仅可奖补一次。

为确保奖补资金及时发放到
位，慈溪市财政已按年度统筹安
排专项预算资金进行保障，2023
年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奖补金额约
1000万元。

截至目前，慈溪市已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共计 3.6 万余套
（间），其中民营企业自行投资筹
建占比超94%。慈溪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有62个，涉及民营企业
运营机构超过50家。

除慈溪外，目前，宁波各地也
正在抓紧研究制定针对保租房运
营机构的资金补贴政策。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障性租赁住房只有以改善民

生为住房保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效
满足居民的住房保障需求，才能
在‘保基本’的同时‘提品质’，实
现住房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相协调。”

2023年，宁波将以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为重点，持续推动保
障性租赁住房房源筹建，全年计
划建设筹集房源4.3万套（间），
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对小户
型、低租金的租住需求。计划“十
四五”期间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房源21.3万套（间）。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 吴欢 文/摄

全省率先破题保租房“长效运营”难题2

如何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1

在甬的新市民和青
年人需要怎样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宁波在建的保租房户型结构和配
套设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吗？保租房项目
如何实现长效运营，托起更多人的安居梦？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宁波市住建局开展了
大规模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题调研。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我市保租房的发展现
状，我们梳理了一批‘问题清单’，带着这些问
题开展调研走访，目的是切实规范我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运营管理，破解房
源筹措和运营中的瓶颈，推进我市

保障性租赁住房稳步健康
发展。”

如何解决
新市民、青年人
的住房问题？
市住建局
带着“问题清单”大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