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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萌

从北京北二环的家里驱车10公里

到国贸的健身房，芳芳每周三次坚持

在传统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近期，她

发现可以不办健身卡就能锻炼的方式

越来越常见，健身房的老学员们也津

津乐道，“美团可以选择不办卡的健身

房，classpass可以充值点数兑换不同健

身房的训练课程，以后健身是不是可

以不办卡了？”

《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

“单次付费”以36%的占比跃居健身行

业第二大付费形式，仅次于一年以上

的长期付费模式。记者通过与几位健

身者沟通发现，部分年轻人开始抵触

“办卡”这种消费形式，转而以更理性

的方式满足锻炼需求，需求的变化为

健身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变革。

从经营角度看，平台通过比较优

惠的价格，吸引顾客到店锻炼，从而增

加健身房的流量。“如果一家传统健身

房的产品比较丰富，现金流也足以支

撑场馆的运营，只是用空闲时间在平

台上进行‘不办卡’活动推广是比较好

的方式；但是如果单店的经营比较困

难，想和平台分担经营压力，把自己的

健身服务产品分解出售，就不太适合

在平台上做活动。平台只能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美国国家体能协会认证

私人教练、健身产业专家刘珊珊介绍，

“平台也需要产生复购，也要做好客户

关系的管理。”

“超值训练方案，限购一次，运动

不办卡”，这是美团近期的宣传广告，

记者点进去发现，这家健身房只是针

对新用户提供这种服务。练吧体育创

始人贾斯汀认为，传统健身房的客户

分布呈现小白和资深健身者居多的趋

势。“优惠的‘不办卡’活动对于新人来

说，门槛放低了，降低了试错成本，可

以吸引一些想要锻炼的人前去体验。”

贾斯汀表示，对于健身行业的健康发

展帮助用户树立信心，短期之内不会

起到非常大的效果。

大学生王丽办会员卡的健身房跑

路了，如今一直通过classpass平台预约

课程锻炼。今年以来，王丽在平台上预

约了力量训练、普拉提等多种课程，体

验有好有坏。王丽说：“目前小程序上

从花费4个积分到35个积分的课程费

用不等，新人优惠价39元钱可以买20

个积分，过节时会有一些折扣，总体比

健身房锻炼要便宜一点，但是要充值

积分，相当于一种会员卡的形式，只不

过在平台购买。”

类似健身预约服务平台，需要比

较完善的场馆服务系统作为统筹基

础，在锻炼者自愿的基础上提供支持

与服务。贾斯汀介绍道：“这种在平台

上进行健身房课程预约的模式，在美

国做得比较好，由于有了实时约课数

据，用户不需要与场馆联系，通过直观

地了解课程的库存名额，可以进行更

有效率的选择。有数据显示，美国健身

人口占比高达20.3%，而我国对应的渗

透率仅3.1%，美国的健身人群庞大，拥

有比较强的自主健身意愿。”对比之

下，如果类似平台想要深耕中国市场，

需要有更多的场馆运营数据支撑，否

则无法精准地匹配健身用户与场馆获

客的需求。

近年来，由于办会员卡吃过亏，年

轻人对“办卡”消费的态度已经变得更

加谨慎。因此，健身行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重拾用户的信心是关键。

走访了国内外多家健身房的北

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健身产业分会

会长、北京锐健身创始人唐东翔表

示：“现在国内半数以上的健身房都

在会员卡模式上进行了转型升级，转

变成了‘月付制’，就是按月连续付费

的方式，让会员绑定一个第三方平

台，签订一年的合约，按月自动扣款

支付每年健身费用的方式，现在使用

的第三方平台基本是支付宝。‘月付

制’是比较安全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

付费模式。”

“95后”一代已经成为目前消费

市场的主力人群，他们有消费能力且

对消费品质有要求，过去单一的营销

策略已不适用，不办卡的年轻消费者

正在重塑整个消费行业，而提供高质

量的消费体验，得到比较高的信任

度，才是当下重获年轻人认可的关

键。

本报讯 近日，“甲辰龙腾

盛世中华”2024年全国龙舟大联

动活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

冈站）在黄冈市遗爱湖收官。来

自武汉、黄石、咸宁、黄冈等高等

院校和社会团体共32支代表队、

600余名运动员展开激烈争夺，上

演龙舟争霸盛况。

比赛设公开组、混合组、地方

公开组三个组别，包括22人龙舟

200米、500米直道赛和12人龙舟

200米、500米直道赛共4个竞赛项

目，其中公开组12支、混合组12

支、地方组8支。赛事采用晋级制，

设置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分组排

名赛、小决赛、决赛环节。

经过激烈角逐，武汉商学院、

蔡甸、南微医学润卓龙舟队分别

获得公开组总分第一、二、三名；

江汉大学、黄冈师范学院、阳新浮

屠栗林龙舟队分别获得混合组总

分第一、二、三名；黄冈师范学院、

科技职院何家湖、黄州区龙舟队

分别获得地方组12人龙舟200米

直道赛第一、二、三名。

来自黄冈应急管理职业技术

学院龙舟队，去年5月才成立，虽

然本次比赛仅获得地方组12人龙

舟200米直道赛第四名，不过相较

于去年第五名的成绩有所进步。

该校应急救援系书记王文杰介

绍，今后将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

升队员技术水平。目前学校已确

定将龙舟赛活动作为非遗文化进

校园的保留项目，将应急救援专

业技能与传统龙舟文化深度融

合，搭建平台组建社团，充分发挥

赛龙舟文化在校园的作用，不断

提升学生爱国思想，增强学生文

化自信。

本次比赛是湖北与中国龙舟

协会携手“甲辰龙腾 盛世中华”

2024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的第

三场龙舟公开赛，赛事活动不仅

展示了龙舟运动的魅力和风采，

营造了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也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动力。接下来，将持续打造精

品赛事，推动“体育+旅游”“体育

+文化”“体育+健康”深度融合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体育

需求。

本次活动由中国龙舟协会、

湖北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指导，湖北龙舟船艇运动协会主

办，黄冈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

办。

（邹丽 伍美菱）

本报讯 深圳湾体育中心近日飘荡着童声的笑

语，原定于儿童节举行的足球进校园群体公益暨亲子

足球嘉年华活动，因天气原因延迟到父亲节，现场约

100个家庭感受了足球带来的欢乐。

本次活动通过足球运动的形式，为孩子和父母提

供一次增进亲子关系，加强沟通和互动的机会。“爱是

阳光，爱是雨露，在球场上看到了自由奔跑的孩子们

表露出来的童年的欢乐，也看到了各位爸爸妈妈陪伴

孩子的珍贵瞬间。”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从各项游戏环节的设计，重点突出足球

游戏的协作性和多样性，让孩子和家长都能充分参与

并乐享其中。

这是深圳市群众体育促进中心继棋类活动走进

社区，推广棋类文化后，在足球推广领域做的又一件

好事。“为做好开展人民群众喜欢的足球运动项目的

推广及公益培训工作，更好地推广足球文化，让孩子

们体验与父母一起合作，一起运动的快乐，进一步增

进亲子情感，过一个有意义、有内容、丰富多彩又极为

难忘的父亲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深圳市群众体

育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类似的活动仍将持续进

行，期待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找到乐趣。（黄心豪）

本报讯 6月19日，在第十八

次全国特奥日来临前夕，2024年

全国特奥花样滑冰、速度滑冰比

赛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

心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

馆开赛，共有来自6个省（区、市）

和香港、澳门的12支特奥代表队

参赛，其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35

岁，年龄最小的运动员9岁。

特奥运动是专为智力残疾人

设立的体育运动，通过参与特奥

运动可以促进参与者交流交往，

改善身体机能，提升生活质量。本

次比赛分别按照性别、年龄和能

力设置预赛分组和决赛，104名运

动员将在花样滑冰4个大项、速度

滑冰8个大项中展开为期4天的角

逐。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

心群体特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比赛是继2019年全国特奥冬

季项目比赛之后，首次举办的冬

季冰上项目赛事。参赛前各代表

队经历了2至3个月的集训，大家

非常期待和珍惜本次参赛机会。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促进

特奥运动员融入社会，巩固和扩

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

果。

（王子纯）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中华全

国体育基金会主办，重庆市体育

局承办，重庆市运动员发展保障

中心协办的2024年全国运动员保

障工作基层业务培训交流研讨会

在重庆落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体育局、运保中心、训练中心

等单位的近百名运保工作相关人

员参训。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运动员保

障工作中的高等教育资助、互助

保险和就创业扶持基金申报流

程、运动员保障信息系统操作等

基层业务讲解，在此基础上聚焦

运动员转型就业政策解读、工作

思路、工作方式的开拓，邀请了人

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陶莉莉、北京大兴区人社局宋巍

等专家讲授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

就业服务工作开展的政策和举

措，一线职业指导师徐焕然通过

知识方法分享和焦点问题讨论形

式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重庆、福

建和湖北等省区市参会代表也分

享了工作经验和体会。

两天的培训及交流研讨，促

进了各省区市运动员保障工作基

层业务学习提升与经验共享，进

一步优化和提高运动员保障队伍

建设及工作效能。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要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转

化为奋发进取、履职尽责、真抓实

干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为运

动员保障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刘昕彤）

全国运动员保障工作基层业务培训交流研讨会举办

特奥运动员冰上角逐

黄冈上演龙舟争霸盛况

健身不办卡能否成主流？

深圳举办亲子足球嘉年华活动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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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本报记者 黄心豪

6月18日，“i深圳”体育场馆一键预约平台升级发布活动

在深圳中心书城举行，公布了两年来市民通过“一键预约”运

动健身的大数据，展示了平台五大实用功能升级优化，集中

发放了2000万元体育场馆惠民券，带来更多便民、惠民新招

实招，提供更便捷的场馆预订服务。

两年来，平台整体运营高效稳定，为市民预订预约体育

场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上线时相比，平台注册用户增长

了776.8%，累计入场锻炼人数增长了966.4%。

预约平台2021年9月试运营，2022年6月18日正式上线。

市民可便捷、高效地实现场馆预订、费用支付以及在线导航

等操作，为推进超大型城市体育场馆错时共享新模式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

截至2024年6月17日，按照“应接尽接”“应开尽开”原则，

“一键预约”平台累计接入各类体育场馆1975所（其中学校场

馆659所、社会场馆1316所），共计开放各类运动场地8326片

（其中学校场馆2759片、社会场馆5567片），符合开放条件的

公办中小学校100%接入平台开放。通过平台汇集了全市90%

以上体育场馆资源，有效解决超大型城市体育资源愈发紧张

的矛盾。

“一键预约”平台打造深圳市体育场地资源数据信息“一

张网”，市民可以随时随地选择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和场馆，

实现“一键查询”“一键订场”“一键支付”“一键导航”，最快1

分钟完成场地预约，大大提高了健身运动的便利性。

通过盘活全市体育场馆，为市民提供切实可用的便利与

优惠，“一键预约”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打造了坚固

的全民健身基础。截至2024年6月17日，“一键预约”平台累计

订单数约1290.8万单，比正式上线时增加了993.9%；累计入

场锻炼人数约2932.6万人次，比正式上线时增加了966.4%；

注册总人数为137.8万人，比正式上线时新增122万人，增长

776.8%，两年来注册用户平均月增50856人。

据了解，接入平台的体育场地使用率普遍提升，福田区、

龙华区、罗湖区学校羽毛球场地使用率接近100%；居民区周

边的学校室外篮球场、田径跑道，周末及节假日各时段基本

满场。截至6月17日，学校场馆总订单数为472.7万单，与去年

同比增长221.3%；进校锻炼人数达715.1万人次，与去年同比

增长215.22%。“一键预约”切实提高了场地使用效率，破解了

学校场地开放难题，打破了学校与社会的壁垒，最大化发挥

存量体育场地效益。

“一键预约”平台提供便捷的服务，极大调动群众健身积

极性，2023年深圳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提升至

44.8%，运动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2022年12月，深圳获全国

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夯实了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的

基础。

平台上线以来，每年发放5000万元以上场馆惠民券，降

低了市民参与运动健身的成本，有效激发市民健身热情，带

动了体育消费。近年来深圳市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持续位于

国内大中城市前列，其中，据初步统计2023年深圳市人均体

育消费支出达3873元，占市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9%，

较2020年增加697元，年均增长6.8%。

薛田操一家都是羽毛球爱好者，只要周末有空，就会带着

妻子、女儿去打球。不过，最让一家人头疼的是订场问题。一键

预约平台解决了订场的难题。薛田操妻子何攀艺笑道：“现在

很方便啊，打开手机上的‘i深圳’，动动手指就能订场了。”

如今，“周末打球”已经成为薛田操一家的保留节目。不

但强身健体，还增加了亲子互动。女儿薛向晴腼腆地说：“爸

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感觉他们对我的关心也多了。”

未来，“i深圳”体育场馆一键预约平台将进一步提升查

询、预订、支付、导航的便利性，提供更多切实的惠民服务，深

化“一网统管、一键预约”文体服务机制改革，让更多生活在

这座活力之城的人们热爱运动、坚持体育锻炼，更好地诠释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

城市贡献力量。

深圳1975所体育场馆“一键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