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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健身场地问题引发的争议与冲突，近期
在多地上演。继河南洛阳广场舞大爷大妈与篮
球少年“抢”场地之后，江苏南京也发生了一
起类似事件。

纵观这类事件，其实有不少共性，其中之
一就是缺场地。广场舞侵占篮球场有时并非本
意，而是难觅合适的健身场所。

如今，百姓日益增长与多元的健身意愿与
相对短缺的健身场地之间的矛盾，是全民健身
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如何把场地建到
百姓身边去，打造“15分钟健身圈”，已成为
中国各地正在探索解决的大课题。

为百姓提供更多运动空间

小高是个排球爱好者，“嗜球如命”的
他，平日里却很难和朋友找到合适的排球场
地。“对外开放的排球场馆本身就很少，价格
也很高。有的排球场还是与篮球场共用的，时
常会遇到‘抢场地’问题。”

想运动，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场馆，是不
少体育爱好者的痛点所在。尤其是城乡在环
境、人口等方面的客观差异，让城市的场地矛
盾更加突出，健身需求的多元化更加剧了这种
矛盾。去年年底，上海市的一份报告显示，全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逾四成，但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却只有1.76平方米，与世界著
名体育都市仍有不小的差距。

场地不足，源于城市发展留下的“旧
账”。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绿地被建筑挤
占、社区空地被移花接木。长期积累下来，运
动场所就成了稀缺的公共资源，运动健身成了
消费品。

为解决健身场地问题，中国正在下大力气
建设场馆、促进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努力为百
姓提供更多的运动空间。按照《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各地将在2020年前再重点
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同时还
要盘活存量，确保符合开放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公众开放，现有的体
育场馆也要向免费、低收费方向发展。

专家认为，解决健身场地矛盾，需要合力
用好组合拳，做好场地规划，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针对性调配等。与此同时，应加大居民区附
近中小学体育设施的开放力度，提升健身便利
性，弥补场馆不足或距离居民区较远的尴尬。

扩大供给打造健康天地

南京的明城墙沿线健身跑道、苏州的环古
城河健身步道系统、无锡的西蠡湖休闲旅游健
身功能区……在江苏省，“超规格”的“10 分
钟体育健身圈”已经建成，各地市民步行10分
钟内，就能享受到公共健身设施、科学健身指
导等基本公共服务。

此外，江苏省大力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在
小公园、绿地里见缝插针设置健身设施，得到
了很多老百姓的认可。政府还用体育引导资金
支持企业利用空置废弃厂房场地兴建健身场
馆，同样深受周边民众欢迎。

扩大供给是增加运动场所的最根本解决之
道。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如何为市民保留一片
健康的天地，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眼光与智慧。

在江西省南昌县，一片占地面积达 400亩
的“黄金宝地”就被用来建成了大型市民体育
公园。矗立在其中的昌南体育中心，也成为附
近市民健身的新场所。为了提升场馆使用率，
体育中心室外场馆全部免费供市民健身，室内
场馆也以公益性收费为主。

在江苏扬州国贸大厦内，一个占地只有几
百平方米的“口袋体育公园”里，健身设施

“五脏俱全”：篮球场、健身路径、塑胶跑道和

儿童沙地。这样的“麻雀”场地正在更多的地
方推广。

用好存量保障场馆开放

除了新建或恢复全民健身设施外，向普通
民众开放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地，也是
用好存量、便利民众运动健身的重要举措。

在宁夏，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体育场、体
育馆、游泳馆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实行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各级政府根据场馆类别每年给予
一定补贴经费。

在上海，世界顶级的F1赛道迎来了健步走
爱好者，著名的 8万人体育场内，田径爱好者
在此竞技，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前感受奔跑的
快乐；斯诺克大师赛的球台上，草根选手与世
界高手同台切磋。

在北京，日前已有约 600所中小学开放体
育设施，其中 8 成学校的开放率达到 80%。北
京市政府还计划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对中小学
体育设施的有序开放进行细化规范。

针对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安全
问题和场地维护问题，不少地区也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形成了值得借鉴的对外开放模式。

北京市大多数对外开放的中小学校通过配
备安保人员、安装摄像头、在开放区域设置安
全隔离等设施，保障对外开放的秩序和安全。
此外，有部分学校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为
社区居民和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体育培训和赛
事服务，并按照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员成本收取
一定费用，从而维持开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等地则探索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
市场分担风险、社区参与管理”的运作模式，
部分学校试行体育场地与教学区分开的“分隔
工程”，以保证场地的正常开放和教学活动的
安全进行。

解解决场地难决场地难
各各地出妙招地出妙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创规划出炉
提出12项重点任务

“听诊器”和“资料库”

在手机上装上一款智能程序，利
用内置电话传感器、应用程序、可穿戴
设备等，全天候收集健康信息，然后将
数据进行分析，帮助预防和控制慢性
疾病。不仅如此，它还能提供治疗中心
联系点，为患者打造个性化治疗计划。

来自以色列的 Eco Fusion 公司
就带来了这样一个程序。本届软交
会上，很多项目将人工智能和医疗
联系起来，为观众展示出更加智能
化的就医和保健体验。

如何利用好全国甚至全球大型
医疗机构的大数据资源，是很多科
技企业的研究重点。大连元合科技
有限公司在会上展示了一款健康医
疗信息解决方案，将医院的相关医
疗数据进行有效整合，为医院、医
生提供数据分析和合理医疗方案。

专家表示，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
在成为医生的“听诊器”和“资料库”。
医院影像剖析尖端企业已经可以辨
认、检测、分析眼部、皮肤、脑部、心血
管到肺部、骨骼、乳腺等区域，为医生
供给临床决议支持。

未来会代替一部分医生

“医疗+智能技术”，近年来为
医生医治各种疑难病症提供可能。

来自国内一家智慧医疗企业的数据
显示，从前手术根治率只有5%的肝
门部肿瘤，借助智能化医疗方案和
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已达到 70%的
根治可能性。

促成这种转变的，正是利用与
全国甚至全球大型医疗机构协作而积
聚起来的大数据资源，它们为医生提
供了更全面的诊疗和手术计划支持，
有效提高了诊断效率和手术成功率。

而机器人医生的出现，更可能
成为搅动医疗行业变革的催化剂。
美国IBM公司早在2007年就着手研
发了一台名叫沃森的超级计算机。
沃森储存了 200 多部肿瘤专业领域
的教科书，超过 300 种医学期刊以
及1500多万页肿瘤文献的关键信息
和临床试验中的 60 多万条医疗证
据，通过自动搜索海量的病历和医
学图书、论文数据库，它能为病人
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经过 4 年多的培训，目前，美
国多家顶尖肿瘤医院已经“雇佣”
了沃森。今年 2 月 4 日世界癌症日
时，沃森 2 小时内为 21 名中国癌症
患者义诊。现场多名知名医生对其
诊断结果进行研究后认为，沃森不
仅可以提供可选择的诊疗意见，还
能帮助医生总体评估该方案的疗效
及风险。据 IBM 公布，沃森的诊断
成功率已经超过 90%。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表示，在有明确治疗方案的常规性
治疗方面，沃森所代表的机器人医
生会替代某一些医生。

为创新健康服务助力

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6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 《“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提
出，要重点发展智慧医疗等新型健
康服务技术。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副主任王才有认为，“十三五”时期
的智慧医疗将呈现 3 个走向。一是

大众健康更智慧。通过智能化的信
息系统收集用户的健康信息、病例
视图等，个人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
查看自己的全部健康信息。二是智
慧社区更普遍。公共卫生业务和居
民信息将产生更紧密的关联。三是
医疗诊断更精准。通过使用新的工
具、方法和知识，对特定患者的医
疗将更精准，如抗癌药物等的使用
会更科学。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
波表示，随着技术准入的放开和人
工智能技术进步，以后智慧医疗的
价格不会成为问题。

“医疗+智能”成果斐然

让看病更有智慧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当病人走进医院，他的体检报告和各类检查结果自动
出现在医生的电脑上；通过计算机提供的各种病例、治疗
数据，医生可以为病人制定最合适的手术方案……这样的

情景就是智慧医疗带来的改变。在6月15日开幕的第十五
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海内外很多企业带
来了智慧医疗的最新成果。

据新华社电（记者卢羽晨）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预报，北京17日最高气温达
35摄氏度。在这天正午时分，一位大爷被地铁14号线园博园站排队等待进站的
长长的彩色“人龙”震惊了。

于是他扭头问了旁边一群脸上、胳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你们这是
啥活动啊？”

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笑着说：“‘彩色跑’！跑步，刚从园博园出来。”旁边一位
姑娘估计是怕大爷不知道什么是“彩色跑”，补充了一句：“撒（彩）粉的。”

大爷继续好奇地问：“那是谁被撒得多，谁冠军吗？”
这只是这场吸引了3余万人参赛的彩色跑 （The Color Run） 第二站北京

站的一个小小的快乐瞬间。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梦境世界之旅，目前确认的有杭
州、北京、上海、成都四站。

此次活动主办方之一、IMG 副总裁张宏从 2013 年引入“TCR 彩色跑”这
个 IP 时，心里是打鼓的：她忐忑于这项欧美风靡的运动能否在中国同样玩得
转，毕竟文化背景不同。

然而，中国人对舶来品的高度包容和适应能力给了她很大安慰。眼下，她
还计划着让“TCR彩色跑”进入更多城市，同时将周末一天的上、下午场，延
长至周末两天共四场活动。

“‘TCR彩色跑’跟其他跑步比赛最大的区别，在于把健康和娱乐结合在
了一起。”张宏说。实际上，IMG是一家经营娱乐、体育、时尚及传媒业务的
公司，因此对娱乐活动的组织颇为得心应手。

实际上，这项活动最抢眼的地方在于：不计时、不计数。抛开了任何数字
的衡量，只是追求内心的快乐。同时，随时来，按档期随时跑，而不是固定某
一时段鸣枪。因此，“TCR彩色跑”最坚实的拥趸就是年轻人。

“平均年龄27岁，70％左右是女性。虽然我们规定一名大人可以免费带一名身
高在1米2以下的儿童入场，但是今年注册报名的年龄最小的只有2岁。”张宏说。

安全，也是张宏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词。
“我只做最安全的活动。安全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活动，忽略了安全，就

会出现很大漏洞，也持续不下去。安全永远是IMG组织活动的第一位。”
“我们的彩粉是全世界安全检测都通过的，对人体没有损害。而且活动现场

除了我们发的那75克小袋子的彩粉可以进入，其他的彩粉都不可以。这也是为
了保障安全。”

据她介绍，这一活动的安保措施可谓“一年比一年严格”：一是对人员审核，按
照人员的进、出场，所有安检尽量按照登机安检，不允许携带打火机、液体、伪劣彩
色粉等物品进入；一是隔离设施上，分阶段，按照起跑区、待跑区等设置隔离区域。

张宏说，“TCR 彩色跑”已经到过了全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
200多万人参与，没有发现任何不安全的因素。

商业赛事审批取消两年多来，身为一线从业者，张宏“喜忧参半”。自由，
带来的考验也是多重的。

“特别希望在赛事活动上，政府能够给予大力支持，因为老百姓真的很需要。
况且孩子是跟着大人走的，活动多不是坏事，最主要的是怎么能够安全、高品质地
走下去。”

上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的“彩色跑”活动中，一名男子在奔跑中被
抛撒的红色粉末击中。 新华社发

““彩色跑彩色跑””风靡背后风靡背后

一名老年患者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心血管内科的诊室外使用市
民卡挂号。 新华社记者 黄 筱摄

一名老年患者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心血管内科的诊室外使用市一名老年患者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心血管内科的诊室外使用市
民卡挂号民卡挂号。。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黄 筱筱摄摄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举行篮球进行比赛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举行篮球进行比赛。。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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