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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小海豚”在“冰丝带”内前行、乘坐雪圈从首钢大跳台上飞驰而下、脚踩雪板在“雪飞燕”感受冬奥雪道……

北京冬奥会后，冬奥场馆陆续向大众开放。以国家速滑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为代表的北

京冬奥会场馆迎来了众多游客。曾是世界顶级冰雪运动员亮相竞技的冬奥赛场，如今也进入到了百姓生活，让

更多人体验冰雪乐趣、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图为游客在国家速滑馆内滑冰。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本报记者 王子纯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

共服务规范》，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

导，进一步强调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对场馆开

放、服务内容等提出一系列细化、量化要求。2022年，国家

体育总局和财政部修订印发了《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

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补贴范围进一步扩

大。中央和各省区市都制定了促进场馆开放的措施，不断

改进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质量。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艳丽表示，随着更

多体育场馆低免开放及新时代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工

程的建设，全民健身空间大幅提升，能够进一步满足人民

群众的健身需求。李艳丽认为，公共体育场馆本身具有公

益性，需要承担向公众开放的社会责任。“但开放即涉及

运营成本的问题，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很

重要。”李艳丽说。此外，城市中还有一部分社会力量参与

办的体育服务综合体，盘活闲置用地，缓解空间压力，为

群众打造了多样化的全民健身生态圈。

近几年，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取得显著成效，成为

市民就近健身的新选择。“学校在非师生使用时段引入社

会机构，开展相应活动进行经营。但对中小学来说，管理

和安全问题是影响开放与否的关键因素。”李艳丽说。通

过近年来的开放经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今年，杭州、上海等地学校体育场馆陆续向社会开放，采

取登记健身、刷脸入校、刷码验证、办理“入校健身卡”、违

规即纳入信用管理名单等管理手段，力保场地开放的安

全有序，还通过技术赋能，优化入校锻炼流程，让市民更

方便地进入校园锻炼。

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充分开发校内奥运场馆的大众

健身功能，积极统筹协调向周边居民开放，提高场馆开放

程度和利用效率，并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管理。李艳丽表

示：“在引入社会力量的情况下，学校和运营双方责权利

分配一定要明确，遵守契约精神。还要有体育保险作支

撑，防范运动风险，既保护运营方，也保护参与人群。”

体育场馆开放是破解健身

去哪儿难题、构建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推

手，今年中央补助约2500个体育

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各地也

因地制宜提供其他开放服务，

让老百姓能健身，健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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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之后，奥林匹克中心区全

年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将“双奥”成果全民共享，举办一

系列全民健身活动，水立方、鸟巢等奥运场馆已成为全民健身

打卡地。

北京马拉松赛、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赛和北京半程马拉

松赛均把终点设在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地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2022年北京马拉松赛参赛规模达到两万余人，除了大

型马拉松赛事，每年还举办数场跑步、徒步的赛事活动活动。

奥森逐渐成为了市民跑步运动健身首选去处。”

冬奥场馆首钢园向大众开放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化身全

民健身活动场所。家住附近的市民王晓昕说：“冬奥场馆化身

为全民健身活动场所，勾起了大家对冬奥会大跳台比赛的回

忆，鼓励我们将奥运精神无限传承下去。奥运场馆再利用的方

式非常好，奥运、冬奥场馆能够向群众开放，为市民提供了顶

级运动健身场所。”

在奥运会场馆，观众可感受“原汁原味”的奥运赛场。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对外开放后，市民可近距离接触北京冬奥

会“最快的冰”。45岁的市民杨红说：“在冬奥会期间观看冰壶

比赛的时候，就很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带着孩子来亲身体验一

下这项运动，没想到冬奥赛场向全民开放，成为健身休闲和

旅游的场所，以往接触不到的运动项目也能走进大众日常生

活。”

本报记者 轧学超

为高质量、高标准举办成都大运会，成都市新建、改造了49

个体育场馆，极大丰富了全市体育基础设施。这些场馆在承担

赛时任务之外，也成为城市、居民的体育赛会、健身活动主场。

大运会落户成都，但如何让“办赛、营城、兴业、惠民”四者

协同，场馆的“免低开放”就是一个最鲜活的范例。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在2021年6月26日公布的《成都大运会惠民行动计划》

中提到，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大运场馆将在做好场馆设施器

材保护的前提下，尽量对外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满足市民健身

需求。院校所属大运场馆除开展院校教学、训练、活动外，将面

向师生开放使用。

作为成都大运会场馆改造提升项目之一，猛追湾游泳场从

2020年正式开工改造，完工后，室内训练馆已经成为集游泳与

水球于一体的场馆，两片25米×50米的泳池很好地满足了全民

健身的需求。家住附近的市民廉泽说：“我坚持每周晚上下班来

游3次。”体育正在改变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便利的场馆与

服务让市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活力。

据成都市体育局统计，2022年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进入大

运场馆，累计在大运场馆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40余项、300

多场次，对外吸纳健身市民200余万人次；2022年，全市公共体

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接纳市民运动健身超500万人次。

据了解，《大运会场馆“一场（馆）一策”惠民开放清单》已

经更新，包括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高新体育中

心、新都香城体育中心、简阳文体中心、青白江文体中心等大

运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顾 宁

“我们学校地处福田中心区，地少人多，

为满足学校体育教学的需要，拓展学校的体

育空间，借助‘改扩建’的东风，新建羽毛球、

游泳池等体育场馆。政府把学校围墙边的市

政绿化用地变更为学校的体育教学用地。该

地近2000平方米，新建了篮球场、五人制足球

场和健身区。社区共享让学校的体育教学用

地猛增至8000平方米，教学时间内，学校的体

育教学场馆基本满足教学需要.非教学时间，

这些体育场馆向市民开放，满足社区群众锻

炼需求，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场馆的功能，也为

学校推进体教融合提供了丰富的体育空间。”

广东深圳福强小学校长柯坚林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像福强小学一

样，课余时间将学校的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推

动学校运动场地对社会开放，实现体育设施

资源共享。

近年来，上海把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向社

会开放作为满足市民体育健身需求的重要补

充，2018年起，全面实施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

开放工作。目前，全市1100余所具备向社会开

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校将陆续开放体育场

地。

随着天气转暖，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屯溪

路小学滨湖校区附近的马奎胜去学校健身的

次数明显增多，稍作热身，他便绕着塑胶跑道

开始慢跑。一旁的篮球场上，年轻人满场飞

奔，大汗淋漓；乒乓球台前，市民挥拍锻炼，大

显身手。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适时恢复中小学

校体育设施早晚向社会开放。据了解，截至

2020年年初，合肥市已有485所中小学向社会

开放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今年，合肥市体育、

教育部门将联手完成50个学校体育设施安全

隔离改造，实现“一场两门、早晚两开”，就是

在学校体育设施外设置隔离设施，校内、校外

可从不同通道进入场地内。学校教学时间内，

将对社会开放的门关上，学生可从校内进入

场地，放学之后，则将校内的门关上，把对社

会开放的门打开，实现学校教学与市民健身

的分时段隔离。

本报记者 刘昕彤

根据《2021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

据》，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397.14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4.11亿平方米，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2.41平方米。在整个场地面积中，

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体育场地面积占比

最大，超过40%以上。与此同时，高校体育场

馆具有质量高、种类全、管理规范安全等优

势，受到许多运动爱好者健身的青睐。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居民汪海平时热爱

运动，说到体育场馆，他首选高校，“高校的田

径场地是标准的塑胶跑道，很多学校还有游

泳池、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等，基本上常见的

运动项目都能涵盖，而且高校环境好，人员素

质高，锻炼体验更好。”

高校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应该发挥其文

化价值对周边形成公共辐射。近日，北京、浙

江、四川等多地高校已迈出了体育场馆向社

会开放的步伐。

记者了解到，北京交通大学

在满足教学需要后有序有偿开放，通过微信

服务号预约等方法预约游泳馆、健身房、体育

馆等场地，解决体育教学和场地开放的矛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也上线了体育馆校外人

员预约系统，允许校外人员预定羽毛球、乒乓

球和游泳场馆；北京建筑大学通过建立“体育

馆白名单”，区分不同的进校方式，确保校外

人员安全有序进入学校锻炼；四川省多个高

校也承担了大运会场馆任务，根据“大运惠民

方案”也面向校内师生和周边居民开放场地，

满足大家休闲锻炼的需求。

汪海说：“过去预约大学里的场馆都需要

打电话挨个问，管理员记在纸上，现在通过微

信预约更方便，而且哪些时段开放、哪些时段

教学一目了然，我们也能自己选择场地，合理

安排时间，有一些场馆还能办理会员卡，这说

明高校的管理水平在不断提高，向社会

开放也更科学有序。”

本报记者 李金霞

城市里综合性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高了健身

场所的有效供给，让群众能够享受身边触手可及的运动硬件

环境和优质的公共服务，真实感受到了惠民暖意，去场馆健身

也成为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位于上海青浦区盈港路的墨动体育是区体育局和盈浦街

道大力扶持的体育项目。该体育基地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

共有5个室外篮球半场、2个室外足球场和1条室外塑胶跑道，

室内专门配置有少儿体适能和少儿足球篮球培训

的场地。为了让市民享受运动的快乐，墨

动体育每周都会和附近社区联建

共建，组织免费的公益

活动，馆

内的健身房也给与市民提供优惠，每天不到3元就能享受跑步

机、有氧单车等设施，还配备有专业的健身教练。

南京市玄武区的华山饭店文体中心是集游泳馆、多功能

球馆（篮球场）、乒乓球馆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场馆。南京市民通

过宁体汇小程序预订，就能享受优惠价格。宁体汇是南京市体

育局以“互联网+体育”模式，开发建设的体育惠民服务平台。

进入宁体汇的场馆价格比市场价要低，而且部分项目的部分

场馆，在周一至周五的低价时段内，还有自选1至2小时作为免

费开放时段。

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采暖期长达7个月。如此寒冷的环

境，导致满洲里只有建设较多的室内体育场馆，才能满足群众

健身需求。现在满洲里市民在其居住地500米半径内就能找到

适宜的体育场馆和设施，并且这些体育场馆全部免费开放，让

满洲里的市民不会因为气温寒冷而宅家不出，为越来越多的

市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了便利。

奥运场馆：顶级运动场走进大众生活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艳丽———

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拓宽全民健身空间

学校体育场地：一场两门 早晚两开

大型体育场馆:助力场地设施供给

身边体育场馆：专业健身触手可及

高校场馆：科技赋能 有序开放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