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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带来的体育热，进一步点燃老百姓

的运动热情。与此同时，群众健身“去哪儿”成为关

注焦点。综观浙江，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也存在体

育场地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结构失衡等问题。除用

好亚运场馆，盘活其它存量资源也是破解这道题的

关键一招。

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共有体育场地总个数达

到220076个，其中一项数据值得关注：机关企事业单

位体育场地设施数量达到17572个，占总数量比例约

8%，比体育系统所辖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数量还要

多3%，共建共享潜力巨大。此外，浙江机关企事业单

位所在的位置往往都是城乡核心区、老城区、人口聚

集区，这些地方人口集中，体育场地设施稀缺，老百

姓运动健身的条件有限。如果这些单位的体育场地

设施能够对外开放，无异于用最小的投入带来最大

的产出，提高场地利用率的同时，还能通过体育赛事

活动增进交流、提升活力。

事实上，浙江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

施开放的尝试，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2000年，宁波

就有过尝试；2015年起，绍兴、杭州等地陆续探索中

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2021年，绍兴诸暨

与丽水松阳、庆元三地开始试点机关企事业单位体

育场地设施开放，并在浙江省内逐渐铺开。

篮球场、气排球场、乒乓球室……龙泉市机关企

事业单位开放共享资源清单上，种类多样的体育设

施令人眼前一亮。据悉，今年6月该地就已发布清

单，该市市委党校、税务局、林业局等14个健身场地

均已实现开放。“每周日都来这里打篮球，实在太方

便了。”家住龙泉市凤凰路的尤晓勇告诉记者。市委

党校的篮球场距离自己家直线距离不到800米，十分

方便。

在浙江省，这样的开放将越来越普遍和便捷。目

前，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数字化应用已经

上线“浙里办”，可实现一键查询、预约、导航、报修、

评价，老百姓动动手指就能预约进场锻炼，十分方便

快捷。

《实施意见》明确，目标到2024年底全省机关企

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达到1500家以

上，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不少于15家（山区26县和

海岛县不少于10家）；到2025年底，向社会开放达

3000家以上，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不少于30家（山

区26县和海岛县不少于20家）。

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

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山区市丽水率先探

索。2022年，浙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试

点，总共3个县（市、区），其中丽水占了两

席，分别是松阳县、庆元县。目前在松阳

和庆元，基本实现“机关企事业单位场

地设施向社会应开尽开”。

下班时间，在松阳县人民法院的

体能训练房，击球声挥拍声此起彼伏。

“在这片场地开放之前，我想去打球只

能去学校，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工业

园区。”经常来打羽毛球的球友贺文胜

介绍，“现在，我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末

都会来打打球出出汗。我家就住在附

近，现在想打球只要下楼就可以了。”

在松阳县，机关单位在下班时间

后恰恰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何

会出现如此景象？故事要从两年前讲

起。2021年，松阳县积极探索，将机关

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错时开放列入县

政府十大民生实事之一。2022年，松阳

县印发了《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

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试

行）》，明确了体育场地设施升级改造

的补助标准、基于开放绩效的奖励标

准及成本补偿机制，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善的工作机制。

截至2023年4月底，松阳全县已开

放3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47个场地，

涵盖了篮球、排球（气）、足球、网球、门

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场（馆）及健身

房。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场地对外开

放覆盖率已达96.9%，辐射并带动场地

周边群众健身达5万余人次。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或“浙里办”预

约场地，目前该县在“浙里办”第一批

上线的单位已有11家，可实现体育场

地线上预约功能。比如，松阳法院开放

了羽毛球馆和篮球场，每个周末向社

会开放；松阳县消防大队的操场、网球

场和健身房等每天错时开放，预约后

还能参观学习相关消防知识。县里还

引导80多名基层体育委员、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提供业务指导等服务。该地

还积极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学校、政

法系统的体育场地对外开放工作方

案，加强开放场地管理员和预约人员

的登记管理、业务培训、安全教育、应

急处置等，实施分时段、分类型的有限

开放，预计2023年底整体开放率达98%

以上。

除松阳外，丽水其它县（市、区）的这

项工作也得到有力推动。庆元制定了

《机关企事业单位运动场地管理制度》，

明确开放时间、预约方式、环境卫生等

要求，目前全县共有21家单位30片体育

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每日开放时间不

低于2小时。今年6月，莲都、龙泉、景宁等

多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发布清单，免费

开放共享健身场所。

在浙江，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

场馆设施陆续面向公众开放，盘活

闲置资产，破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跟不上、服务设施碎片化等问题。

开展全民健身，“健身去哪儿”

是牛鼻子问题。随着身边的体育公

园越建越多，健身路径智能“聪明”起

来，健身赛事线上线下全面开花，科

学健身指导来到百姓身边，围绕人民

群众需求，群众赛事、健身场地、科学

指导等供给不断增强，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走向更高水平，但资源分配

不平均、场地总量不够等问题依然存

在，为此，浙江全力探寻解决之道，为

全国踏出先行一步。

勇立潮头的弄潮精神，一直是

蕴藏于浙江文化基因中的深厚力

量。凭借这股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

弄潮之勇气，浙江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在挖掘存量上

做起文章，重点在符合开放条件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向社会开

放上下功夫，努力破解开放共享面

临的主要障碍、困难和问题。

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向社

会开放工作，率先开展试点，受到健

身人群普遍欢迎。此举的可贵之处

不仅仅在于开创，更在于以人民群

众为中心开展工作的一贯性，想人

民所想、急人民所需，并贯彻到细节

之中。随着杭州亚运会等国际赛事

的举办，全民健身理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体育部门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走

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享受体育带

来的快乐，这是浙江独有的一道风

景，也让群众与政府的距离在融洽

的氛围中越来越近。

随着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向

社会开放工作的进一步铺开，办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的健身需求的氛围将更加浓厚：从每

一块健身场地入手、每一场赛事活动

入手、每一次健身指导入手，体育发展

成果由全民共享，凝聚体育的向上力

量。浙江打开的，不只是一扇扇单位的

大门，更是为民的开放怀抱。

大门开起来 场地用起来 健身动起来

浙江创新探索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
浙江省商务厅：

汇聚分散“小场地”共建普惠“大舞台”

丽水：

开放探索的“开路先锋”

打开的不只单位大门，更是为民的怀抱

12月18日，浙江召开推进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

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新闻发布会。会上，对此前印发的《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

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行了发

布，就积极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

享，更好解决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

“全省各级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供干部职工

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原则上应向社会开放。”《实施意见》明

确了开放条件、范围、时间、保障措施、管理责任等。这是浙

江在开放体育场地设施上的又一次创新探索，为全国范围

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提供了浙江路径。

今年以来，浙江省体育局先后召开座谈会5次，开展调

研9次，积极探索研究构建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

社会开放的工作机制。截至2022年底，浙江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为2.8平方米，位居全国前茅，为何仍然继续如此努力地

破解群众健身热情高涨与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矛盾这道“附

加题”？

场地开放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展着，但也面临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场地设施建在办公区域内，

健身人群进出对正常的工作秩序带来一定影响，尤

其对公检法等单位办案造成潜在风险。此外，单位场

地设施开放后，场地安保、人员管理、物业清洁等方

面增加了不少负担，且需额外增加人员工资，以及还

产生场地折旧、场地维护翻新、电费水费、保洁等方

面费用。这些《实施意见》都进行了创新化规定，如

体育场地设施实行定时定段开放、预约开放相结合，

开放时间一般不少于每日3小时（18时后的开放时间

不少于每日2小时），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开放时间一

般不少于每日6小时，具体时段、时长由开放单位安

排并公示，如遇特殊原因暂停开放应提前公告。为

更好解决管理问题，开放实行实名认证，健身团体、

个人通过线上登记预约或现场登记进场。开放单位

可提出健康管理和安全使用的要求，明确各方责任。

健身人员应遵守规定，配合履行安全管理手续，在指

定范围内活动。

与此同时，《实施意见》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导

入多方资源、创新开放形式。如为保持良性健康运

营，《实施意见》鼓励采用单位自管、协会托管、第三

方管理等多种方式，探索最佳运行模式。支持社会力

量通过投资、冠名、合伙制、捐赠等参与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和开放工作，体育部门原则上为每个开放单

位配备1名基层体育委员或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开

放工作。

浙江的这一有益探索，或能有效构建机关企事

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机制，盘活体育场

地设施存量，极大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

身需求与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更好

地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问题，让广大老百姓在奔

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享受更加丰富多元的公共体育

服务，为全国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开

放工作提供样板。

挖掘存量，场地开放民呼我为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天水街道，面积

1.37平方公里，下辖7个社区，现有各类

企业商家2000余家，常住人口5万余人，

“寸土寸金”的城市商圈使得面向企业

群众的公共服务空间存量有限。另一方

面，该街道60岁以上老人约1.17万人，占

比超24%，同时商圈外来务工人员多，教

育幼托、全民健身等问题十分突出。

浙江省商务厅也位于武林街道辖

区。面对上述实际困难与问题，他们也

在积极寻求破解的办法。今年7月，作为

党建联建的轮值主席单位，省商务厅和

天水街道共同牵头，将4年多实践中积累

的工作方法进行总结，制定发布了《城

市党建联建（武林商圈）工作规范》，拿出

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张

清单”。其中一个亮点是，采用线下对接、

网络预约或定时开放等多种方式，统筹

联建单位近3万余平方米的场馆阵地资

源与居民开放共享。

据该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单位

的乒乓球室、职工服务中心都免费对

外开放，单位还会不定期组织比赛和参

观活动，社区的氛围有了提升，单位也

变得更有人气和活力。老人有了健身场

所，孩童有了玩耍去处，原本分散的“小

场地”成为普惠社区居民的“大舞台”。另

外，党建联建单位公羊会、市第七人民

医院等单位专家师资力量在老年大学、

女儿家“幸福大课堂”等活动中开展公

益课程教学、杭州游泳馆的“联盟运动

会”等活动也深受群众欢迎。

浙江省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乒乓球馆向社会开放。

有放有管，多种手段探索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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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在机关单位开放的

场馆中参加芭蕾公益课。

开放的场地外设置了醒目的标识。

庆元县荷地镇，体育爱好者们在体育馆里打篮球。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