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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天津14家体育协会和单位签订协议，结成公园体
育战略合作联盟，包括篮球、武术、轮滑、户外运动等在内的
体育协会携手一致，助推公园体育协同发展。

成立公园体育战略合作联盟，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近年
来，天津相继举办公园健身大会、成立公园健身协会、启动公
园体育联赛。此次公园体育战略合作联盟的成立，意在加强相
关社会体育组织广泛合作，发挥各自在人才、培训、赛事活动
等方面的优势，助推公园体育协同发展。

进入“后疫情时代”，民众的健身热情和需求日益高涨，
“健身去哪儿”成为大家新的关注点，也是政府的着力点。对
此，《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 提出，建设场地设施，增加要素供给，优化体育产业供
地，鼓励利用既有设施改造及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
建设体育设施。

如今，“15分钟健身圈”已在全国多地成为现实。在许多城
市，绿道、城市公园、公共体育馆都成为群众健身的主场地。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已达1.86平方米，提前完成“十三五”《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的
目标任务。

明年，中国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以全民健身、户
外运动等项目为重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有望纳
入规划当中。与此同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到2035年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的目标。

如何建设更多体育场地，成为全民健身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所在。合理利用“邮票绿地”、拆迁开发“金角银边”、改造废
旧厂房……各地通过创新性探索，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便民惠
民健身设施。

在上海市杨浦区，当地充分利用各类旧厂房、闲置地块改
造和拓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布局与活动空间。原本是上海第二
印染厂的空置荒废老旧厂房，经过精心改造后焕然一新，变成
时尚的“X-PARK运动基地”，成为上海市首个在园区内诞生的
市民健身中心。

近年来，北京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城市公园、绿地等场
所 因 地 制 宜 建 设 一 批 群 众 身 边 的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 仅 2019
年，北京就充分挖掘各种道路资源，在全市 16 个区的社区
和公园等场所建设 150 余公里健走步道，满足更多市民健身
需求。

重庆则下力气盘活城市空间，利用“边角地”建设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增加城市公共绿色开放空间。截至2019年底，重
庆已建成5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还有32个将于今年竣工。城
市中的健身空间让昔日的荒坡焕发新机，也为周边居民搭建起
了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8月8日，1000多名运动健身爱好者齐聚浙江杭州，参加了
杭州首届夜健身活动展示节暨2020杭州市全民健身日大联动活
动。在炎热的夏日傍晚，活动现场的教练与健身爱好者一起跳
起了“尊巴”“莱美”等健身操。

“杭州的夜健身氛围挺浓厚的，大家平时工作忙，趁着晚间
给身体‘充充电’。”在杭州工作的东北人思超说，新冠肺炎疫
情缓解之后，每周都有两三天的时间跟朋友相约夜跑。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各地健身场所暂停营业、体育赛
事活动停办或取消，体育健身行业遭遇寒冬。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全民健身的热情重新燃起。全民健身日前后，中国多
地上演夜间健身、体育夜市等活动，在满足民众健身需求的同
时，为体育消费添柴加火。

8月8日，江西南昌举行首届体育夜市，夜市设置了“免费
玩、超值购、看展演、领福利、刮体彩”五大主题，吸引了上
百家体育场馆和商家前来，体育用品、培训课程、健身卡等产
品受到当地市民的喜爱。

为了提振民众的消费信心，南昌还面向所有市民发放首批
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消费者在手机上可领取20、30、50元不
等的消费券，在体育夜市及参与体育夜市活动的商家和场馆内
消费可得到一定比例补助。

专家表示，现阶段的夜市多以餐饮业态为主，而体育夜市
主打健康运动，让夜经济有了新业态。同时，体育夜市也有助
于提升体育影响力、激发体育市场活力，将成为夜经济中一张
出彩的名片。

群众性体育赛事也在夜间扎堆举行，丰富的体育赛事和健
身活动，为城市的“复苏”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天津河西区日前推出“哪吒体育嘉年华”。入夜时分，露天篮
球场、沙滩排球场、笼式足球场人气旺。全民健身日当天，天津女
排主教练王宝泉带领队员到场指导，与排球爱好者互动。

北京利用体育活动的社交属性筹划了“点亮夜京城”系列
赛事活动，如开展“夜间城市马拉松”等夜间体育赛事；策划
实施10多场“荧光夜跑”等主题活动；围绕“夜京城”地标和

“夜京城”商圈，支持引导开展篮球、足球、空竹等项目赛事活
动，丰富夜间体育赛事活动内容。

浙江温州为打造夜间体育活动消费基地，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举办棋类、足球、跑步、保龄球等夜间体育比赛，以“真金白银”助
力体育夜经济的奖励政策，对承办大型赛事最高奖励70万元。

随着夜经济向纵深发展，体育消费“晚高峰”的时间在推
后。目前，在广州、上海、深圳和贵阳等地，24小时健身房开
始兴起。此类健身房大多以智能化的场地和设施满足民众就近
健身的需求。疫情后，夜间依然开放的健身场所受到了很多健
身爱好者的青睐。

全民健身日当天，黑龙江举行了大众健身“云”动会举行
评选等活动，来自黑龙江各地的运动爱好者将自己的健身视频
上传到短视频平台，展开了一场充满趣味的“云”动会。

疫情期间，为满足民众的健身需求，各地政府和企业积极
探索“云健身”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健身新模式；奥运冠军和体
育明星化身“云端”教练，为民众运动提供专业意见；虽然足
不出户，很多人仍通过各种方式坚持锻炼，以健康的生活方式
度过抗疫时光。目前，尽管线下的健身活动正在复苏，但“云
健身”的方式已成为不少健身爱好者的习惯。

日前，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线上赛事活动拉开帷
幕，市民通过一部手机就可参与各项比赛。截至 8 月 3 日，运
动会的线上比赛活动已经举办 140 多场，参与人次达 125 万。
在 8 月，还有 90 场线上赛事可供当地市民选择，预计吸引 37
万人次参赛。

群众性赛事“上线”的风潮推动了专业比赛的转型。近
日，2020年中俄自行车联赛 （线上赛） 开赛，来自中国、俄罗
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几天的比赛时间里通过运动
软件记录骑行，并将骑行轨迹或配速表以及海拔图上传至赛事
小程序，完成比拼。这种云端骑行的比赛方式不仅让专业选手
眼前一亮，也吸引了许多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参加。

“云健身”还带动了体育线上消费的增长。8 月 8 日开幕的
第十二届广西体育节推出了“百星百媒千红千村万店万品”运
动健康消费大行动。消费活动设置“体育+云购”“体育+云赛
事”“体育+直播带货”等十大“体育+”板块活动，邀请100多
位体育明星、1000多名网络红人、运动达人等助力贫困村扶贫
产品及各类商品公益代言和直播带货，并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
和发放3亿元运动健康消费券。

借助于5G、大数据等技术，线上与线下的健身活动正在打
通。目前，全国多地推出“健身地图”“健身一码通”等线上公
共服务平台，用户只需使用手机，就可实现体育场馆预订、体
育消费券领用、赛事培训报名、健身地图导览等各类健身需求。

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科研所组织国
体 智 慧 体 育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开 发 的 全 民 健 身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www.js365.org.cn） 及其微信公众号近日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
上已有上万个体育设施的开放服务信息，其中包括中央财政资
金补助的1000多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信息，现已具备体育场馆
免费低收费开放信息公开、场地预订、赛事活动、赛事直播、
体育场馆信息化建设咨询指导和数字监理等功能模块。

据了解，各地民众可通过平台查询场馆开放信息，进行场
地预订，观看赛事直播，从平台获取所需的体育资讯等服务，
提升参与体育的便捷性。同时，可通过平台对场馆开放情况进
行监督，对场馆开放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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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市到乡间，从烈日下到月夜里，从线下到线上，从跑道健身
房到公园广场——中国各地的全民健身活动多姿多彩，像一幅健康中
国的壮丽画卷徐徐铺展。

政策的发力、抗疫的影响、需求的增长……种种因素叠加，中国
人的健身方式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随着全民健身的发展，更多人对
健康体魄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与追求。强健的人民、强大的民族，正在
向全面小康的前方加速奔跑。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来自石门民族中学和
石门小学的40余名中小学生组成了“青椒足球队”。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北京“嗨跑团”的跑步爱好者在绕景山公园晨跑结束后自
拍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两名儿童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参加少儿篮球比赛。
颜麟蕴摄 （新华社发）

武术爱好者在河北遵化
三中操场练习。

刘满仓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