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全民健身参与度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生活方式越来越文明健康。但一段

时间以来，不少读者来信反映身边健身场地

少、消费高等问题。有读者表示，地方建了

不少大型专业体育馆，各种专业赛事的办赛

需求是满足了，但群众开展羽毛球、篮球、游

泳、健身等运动却找不到价廉物美的场地。

群众运动健身怎样才能更便利？全民健身

“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解决？针对这些问

题，记者在多地展开调查，寻找解决途径。

加强配套健身设施
建设，让城乡社区健身
“毛细血管”更加畅通

据 统 计 ，截 至 2021 年 底 ，我 国 人 均 体

育场地面积不足 2.5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不到四成。城乡社区是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细胞”，也是

长期以来的短板弱项。

“现在，新建社区一般都会配套建设健

身设施，但是像我们这种老小区就没有。”

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建

议在老旧小区增加健身设施，尤其是适合

老年人运动的器材。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雁 塔 区 读 者 王 婷 来 信

说，有的社区绿化面积不断增加，但只建设

了一条步道，想要运动、健身、打球都没有

足够的地方，“建议进一步挖掘社区‘边角

料’空间，划分专门场地用于居民健身，或

者开展羽毛球、乒乓球等常见运动”。

近年来，随着群众参与健身活动日益

积极，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特点，有的喜

欢在专业运动场馆打球、游泳、跑步，有的

愿意就近在户外享受运动的乐趣。

“最近几年县里修建了不少公园，公园

里有草坪、凉亭，但供孩子们运动健身的设

施却不多。”浙江省缙云县读者王伟祥说。

对此，缙云县文广旅体局体育科工作人员李

超亚表示，公共户外低龄健身设施能满足青

少年社交、锻炼、游乐的需求，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有益，经与建设部门对接，建议在改建

时增加低龄健身设施，丰富公园功能。

有不少中西部省份读者来信建议，应

当 积 极 推 动 全 民 健 身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据了解，为进一步解决群众难以就近

健身问题，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去年

印发关于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的实施

方案，“十四五”期间将统筹利用各类中央

资金，使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加公平可及

地惠及人民群众。

推动体育场馆开放
共享，逐步解决长期存
在的“一场难求”问题

陈先生在东南沿海某城市工作生活，

平时喜欢运动的他发现，当地专业体育场

馆不少，但适合市民健身运动的基础体育

场馆却不多，很难满足市民日常体育活动

需要。

“我们这里建了两个高标准的足球场，

场地条件非常不错，但相应地价格也非常

高，还经常举办专业比赛，一般人很少去。

除此之外，主城区很难找到适合大家踢足

球的地方，仅有的几块场地十分抢手，往往

需要提前一两周预约，还经常订不上。”陈

先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城乡规划、建设用地等因素制约，一些地方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还存在供给不充分、发

展不平衡、不能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求等问题。尤其是在布局建设体育

设施时，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场地少、

消费高等情况。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读者宋博在人

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表示，区里的篮球

场大多是单位公司修建，免费的户外篮球

场地少之又少，一些篮球运动爱好者只好

到处找场地，“建议相关部门推动开放更多

的文体公共基础设施”。对此，该市相关部

门表示，今年将逐步增加户外篮球场地数

量 ，同 时 ，逐 步 加 大 体 育 场 馆 对 外 开 放 力

度，避免闲置。

“我每周末都要带孩子打篮球，但有限

的几个场馆要么价格很高，要么距离很远，

还经常约不上。我发现，附近几所高校都

建有不错的场馆，但不对外开放，大部分时

间 处 于 闲 置 状 态 。”西 北 某 市 市 民 李 晔 建

议，在节假日、寒暑假期间，有序开放高校

体育场所，为市民健身运动提供价廉物美

的场地。

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位读者来信表示，

自己喜欢踢足球，但经常找不到场地，而有

些公园建设了超大面积绿地，“能否利用闲

置空地规划建设一两个人造草坪的标准足

球场，满足群众足球运动的需求？”对此，该

市有关部门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市

城乡建总集团及园林部门了解到，建设标

准足球场、篮球场、儿童活动区等户外活动

区域的规划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扩大增量的同时，更要盘活存量，

对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开放力度。”国家体育

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每年中央财政都安

排专项资金补助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今年

已会同财政部调整完善了补助政策，从原

来补助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扩展到中小型

体育场馆等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

在浙江，当地制定了全省公共体育设

施管理办法，要求各地确保公共体育设施

开放时间从每周不少于 35 小时延长到不

少于 70 小时；公共体育设施在提供服务过

程中确有成本开支的，可以适当收取成本

费用，实行低收费开放。“过去 3 年，我们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 2000 余万元用于补助 120
余家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

社会开放，今年将达到 4000 余万元。”浙江

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

将新建省体育公园（体育设施进公园）250
个、足球场（含笼式足球场）250 个。

优化资源配置，补齐
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差异
化全民健身路径

如 何 更 好 保 障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有 效

解 决 设 施 供 给 不 足 问 题 ？“ 关 键 是 让 健 身

公 共 服 务 资 源 围 绕 人 转 、跟 着 人 走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社 会 发 展 司 司 长 欧 晓 理 表

示 ，在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支 持 全 民 健 身 场

地 设 施 时 ，要 把 常 住 人 口 数 量 作 为 一 个

重 要 的 资 金 分 配 考 虑 因 素 ，引 导 指 导 地

方 优 先 在 人 口 密 度 大 、辐 射 人 口 多 、体 育

设 施 供 需 矛 盾 突 出 的 位 置 ，布 局 建 设 公

共 体 育 设 施 ，方 便 城 乡 居 民 就 近 就 便 参

与体育锻炼。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体 育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主

任王裕雄建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要

补 短 板 ，向 群 众 身 边 倾 斜 ，合 理 规 划 建 设

社会足球场、公共体育场和健身中心等设

施 ，加 强 乡 镇 街 道 健 身 场 地 器 材 配 备 ，构

建多层级健身设施网络，支持社会力量建

设“ 百 姓 健 身 房 ”。 在 社 区 实 施 健 身 设 施

夜间“点亮工程”，让群众有充足的照明时

间锻炼。

“ 部 分 城 市 的 全 民 健 身 功 能 布 局 还

需 优 化 ，不 同 类 型 城 市 、不 同 城 市 形 态

要 积 极 探 索 差 异 化 的 全 民 健 身 路 径 。”

中 国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院 社 会 所 副 研 究 员

范 宪 伟 说 ，比 如 大 中 城 市 要 加 强 多 中

心 、多 层 级 、多 节 点 的 全 民 健 身 资 源 布

局 ，县 城 城 镇 化 要 同 步 规 划 建 设 健 身 设

施 ；老 城 区 可 以 鼓 励 运 用 市 场 机 制 盘 活

存 量 低 效 用 地 ，新 建 城 区 要 科 学 规 划 社

区 全 民 健 身 中 心 ，建 设 与 生 产 生 活 空 间

相 互 融 合 、与 绿 环 绿 廊 相 互 嵌 套 的 健 身

设 施 。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随着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们的活动

空间和能力大幅拓展。人们越来越不满足

于以往就地就近开展体育活动的模式，越

来越愿意走向户外、走向远方，选择越来越

丰 富 、越 来 越 时 尚 、越 来 越 绿 色 的 运 动 方

式。“建议构建跨城市、跨城乡、跨区域的运

动场地空间，科学合理地规划运动场地资

源。”林显鹏说。

此外，一些读者还在来信中表示，健身

设施要坚持全龄友好，培养对体育运动的

爱好要从娃娃抓起，青少年宫等要充分发

挥作用，向未成年人提供适宜设施、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场馆。老年人、残疾人的健身

需求要高度重视，营造无障碍环境，推动全

民健身全民参与。

盘活存量、扩大增量，破解健身场地少、消费高等难题

多措并举推动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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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各 式 各 样 的 养 生 馆 随 处 可

见 ，许 多 市 民 在 闲 暇 之 时 去 按 摩 、理 疗 ，

放 松 身 心 。 然 而 ，有 些 养 生 馆 却 在 没 有

相 关 资 质 的 情 况 下 擅 自 开 设 扎 针 、放 血

等 服 务 。 专 家 表 示 ，这 些 项 目 属 于 医 疗

诊疗行为，需要具有相关医疗资质，不能

随意开展。

前不久，重庆市民张女士向有关部门

反映，江津区白沙古镇光华路一家养生馆

为顾客扎针放血，声称是“排毒”，涉嫌非法

行医。接到线索后，江津区卫生健康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立即前往该养生馆监督检

查，发现经营者漆某正在为顾客提供拔罐

服务，且拔罐部位有针刺痕迹。经执法人

员现场询问，证实存在针刺行为。

执法人员确认，漆某在未取得营业执

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资质的情况下，

擅自开展扎针放血等医疗行为，违反了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当地卫健委责

令其立即停止营业，并立案调查。

对 此 ，重 庆 市 卫 健 委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表示，养生馆扎针放血属于无证行医，是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扎针放

血等会造成‘破皮’的操作属于医疗诊疗

行 为 ，需 要 人 员 和 机 构 拥 有 医 疗 资 质 。

而 且 养 生 馆 也 不 是 医 疗 场 所 ，即 使 相 关

人员有医疗资质也不符合条件。”该工作

人员表示。

记者走访了重庆市多家养生馆，发现

大多都提供针灸、扎针放血等服务。在一

家养生馆，记者询问服务人员是否提供扎

针放血等服务，服务人员回答说：“100 元

一次，老顾客体验效果都不错。”“这个安全

吗？需要医疗资质吧？”记者问。“放心，我

们做了很多年啦。”服务人员说，“资质我们

肯定有，又不是动手术，就是扎针而已，不

用太紧张。”说罢，他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

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些场景是在顾客背上

扎针后，再将火罐放在上面，利用负压吸出

血液，以此来“排毒”。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均有不少养生场

所违法违规提供扎针放血等项目，有些甚

至引发了医疗事故。

重庆市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苟春雁表

示，扎针放血属于中医传统疗法，专业性比

较强，如果消毒不到位，容易造成感染等风

险，非医疗人员不能擅自操作。一些养生

场所卫生条件较差，从业人员缺乏医疗素

养，对扎针部位、放血量等把握不准，容易

发生医疗事故。建议市民谨慎行事，不要

到养生场所尝试这类服务，应当选择到正

规的医疗机构就诊。

如何治理此类行为？重庆市卫健委工

作人员表示，应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双管

齐下”，一方面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养生场

所非法行医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宣传，普及

卫生健康知识，让群众认识到这种行为的

危险性。此外，还应发挥好基层卫生监督

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排查养生场所，形成合

力打击非法行医行为。

养生馆扎针放血涉嫌非法行医

放松身心不能放松警惕
本报记者 刘新吾

2021 年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登了笔者题为

《天晴时莫忘清除河渠淤泥》的来信，反映河南省新乡市市内多

条河渠淤泥堆积，排水泄洪不畅，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前不久，笔者经过新乡市臧营桥时看到，治理工作已开始，

两台小型挖掘机正在桥下挖淤泥，还有一台大型挖掘机在转运

淤泥（见下图）。在胜利桥、赵定河等地看到，渠内淤泥已基本清

理转运完毕，河渠泄洪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市内几条河渠都在

进行挖掘淤泥、清理转运等工作，虽然工程量比较大，但能赶在

雨季来临之前完成河道清淤，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是实实在在的

民生实事。

河南新乡市 之 明

河南新乡——

河渠清淤 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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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春天赏花的好时节。笔者却在一些景区看到不文

明行为：有人无视警示牌，踏进禁止入内的草坪并随意走动拍照；

有人大力晃动树枝，摇落满树鲜花，人工制造“花瓣雨”景象；有人

为了选择“最佳拍摄角度”，爬上树，或者攀折稚嫩的树枝。如此行

为，与秀美的风景形成了不和谐的对比。

不文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春色美如画，游客赏花

应文明，这才是亲近大自然的正确方式。

江苏南京市 周开华

文明赏花才是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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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和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联合开展“说说烦事

难事 提提意见建议”话题征集活

动，欢迎提供问题线索，或提出意见

建议。

邮 箱：rmrbdzlx@126.com
传 真：（010）65368495

征 集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发挥政府作

用，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优化资源

布局，扩大服务供给，构建统筹城

乡、公平可及、服务便利、运行高效、

保障有力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

康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要内涵。从今天起，本报推出

“关注全民健身”系列报道，聚焦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均

衡发展、夯实广泛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的群众基础等话题，邀请专家学者、

干部群众说问题、提建议、谈感受，敬

请关注。

——编 者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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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襄安南路誉秀佳苑一期小区的业

主，小区一幢临街楼房里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饭店。但是，饭店的

日常泔水以及污水直接排放到小区绿化带内，导致污水在小区里

四处流淌，整体居住环境恶化。

居民不断反映后，由物业公司出面，在绿化带内建造了一个

泔水池，用于存放该饭店排放的日常泔水以及污水。但泔水池

距离居民楼不到 1 米，并且没有作密封处理（见下图）。随着气温

升高，臭气弥漫在小区内，泔水池周围聚集了许多蚊蝇。盼望妥

善处理饭店泔水、污水，还居民一个卫生的居住环境。

安徽芜湖市 安棚子（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小区绿化带内建造泔水池

破坏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