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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出海持续升温游戏出海持续升温
能否攻克能否攻克““水土不服水土不服””开拓新市场开拓新市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平时工作繁忙，身体压力
大，刚好单位附近有许多正规
网球场，自己可以在业余时间
加强锻炼，缓解疲劳。”上海市
杨浦区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李
先生向记者表示，以前也偶尔
运动，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重视体育锻炼。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掀起了全民健身的
热潮，各地也立足实际、因地制
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体育消费需求。作为国家体育
消费试点城市之一，上海市杨
浦区正多向发力，激活体育消
费，做强体育产业，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体育消费试点并非终点，
而是体育产业新起点

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东北
部，是上海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的中心城区，有着“游泳之乡”

“田径之乡”和“足球之乡”之称。
“基础扎实、势头良好和亮

点突出的优势，是杨浦区申报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核心
动力。”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局
长、党组书记吕晓钧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
海市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和“赛事之都”的城市发展定
位，为杨浦区促进体育消费搭
建了广阔空间。

2017年11月，五角场地区
被命名为五角场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截至目前，杨浦区
成功申报2个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3个上海市体育产业示
范单位，3个上海市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区域内不仅吸引了耐
克、阿里、完美等产业巨头，还
集聚了尚体、巅峰、跃动、弈客
等一批行业领头羊企业。

在此基础上，杨浦区体育
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

2018年，该区体育产业总产值
达到 167.92 亿元，利润总额
7.36亿元，2014—2018年的5
年平均增幅高达33.77%；体育
产业增加值73.82亿元，占全区
GDP比重为3.99%；人均体育
消费支出达到2726元。体育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
体育消费支出均高于全国、上
海市平均水平。

当前，杨浦区正研究制定
《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试点建设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为目标，为
未来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
育消费提供指导性纲领。

“在试点申报过程中，杨浦
区总结出近5年体育消费的情
况，归纳出优势与短板，实现了
从‘散’到‘整’的突破。”吕晓钧
表示，“体育消费试点并非终
点，而是体育产业新的起点。”

据了解，杨浦区统计局、区
体育局还与上海上体运动与健
康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就《杨浦
区体育消费分析报告》进行研
究，今年年底发布研究报告；同
时，杨浦区还会发放50万元体
育消费券，配合市体育局做好
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工作，促

进体育消费。

加快闲置和原有体育空间
整合利用

近年来，杨浦区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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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洛克篮球公
园长阳路店、市京体育文化创
意园、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
园民治路园区等代表性增量运
动空间。

“我以前经常去杨浦区的
洛克公园，设施齐全，全场、半
场都是标准篮筐，价格合理，但
人比较多。”令荆先生意外的
是，杨浦区很多体育场馆的前
身竟然是废弃的工业厂房。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
地，杨浦区创造了工业史上众
多之最。坐落在杨浦区内江路
的洛克公园长阳店，其前身便
是创建于1930年的上海玻璃
机械厂，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老厂房残破没落。如今，这里
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了年轻
人打卡的“街球圣地”。

“发展体育产业是促进体
育消费的保障，而体育产业的

基础是体育用地。”吕晓钧表
示，由于中心城区土地面积有
限，人口密度大，发展空间狭
小，导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
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得不到满足，体育场地供需矛
盾依然较为突出。截至2019
年底，杨浦区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1.03平方米，位于中心城
区第三名，但与上海市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存在较大差距。

对此，杨浦区整合本区现
有“金角银边”体育场地设施的
基本情况，结合外省市相关问题
的工作经验，充分挖掘、整合国
有闲置厂房资源，推动老旧工业
建筑改造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老旧厂房因层高优势，十
分适合改造成体育场馆，但作
为工业用地，改成体育场馆应
如何审批、有哪些流程，此前并
无明确规定。对此，杨浦区体
育局针对该项目牵头组织了区
市场监管、消防等单位，召开了
一次关于利用工业厂房等空间
建设改造为体育设施的协调
会，对改造运动场馆的运行和
管理进行规范化讨论。

“我们最终采用了备案制，
对改造项目的安全、消防各方
面进行评估。同时，实施主体
责任制，企业方面必须自律、自
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吕晓
钧说。

吕晓钧表示，国家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政策将进一步推动
土地资源向体育用地倾斜，加
快闲置空间和原有体育空间的
整合利用，促进体育消费良性
循环。

体医融合精准服务
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

推动体育改革发展，要在
推动体育和医疗融合上下功
夫。杨浦区从2017年成为上
海市首家试点城区起，就在全
区范围（社区、学校、企业）内持

续推进体医融合项目。仅一年
时间，杨浦区实现了12个街道
体医融合项目全覆盖。

为了能让市民完成健康指
标自助检测，获得个性化的健
康干预方案，2019年7月，杨浦
区建起上海市首家“智慧健康
小屋”，如今，杨浦区已实现“智
慧健康小屋”全覆盖。居民在
这里可以检测11项健康指标，
进行13项体质检测，还能够获
得慢病管理方案、个性化运动
方案、生活方式干预等。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体育健
身和体质健康需求，提高市民
生活品质、健康水平和体育消
费的获得感、幸福感，杨浦区
还积极探索以“主动健康”为
主的社会健康管理新模式，与
上海体育学院合作首次推出
创新型社会服务项目——“社
区健康师”。

6月10日，“社区健康师”
项目启动，并在杨浦滨江开设
了首场健康科普集市。当天，
体能训练专家高炳宏教授和运
动心理专家王小春接过了“社
区健康师”专家的聘书。优秀
运动员代表王励勤和邹凯也受
邀担任“社区健康师”项目的特
聘专家。

据了解，社区健康师拥有
专业的学科优势，开展运动营
养、科学健身、伤病防治、心理
调适等方面的服务，对市民

“吃、练、防、调”进行全链条指
导，精准服务广大市民个性化
健身健康需求。

吕晓钧表示，为进一步推
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杨浦区将盘活现有资源，持
续推动体育设施建设，支持区
级公共体育场馆和经营性体育
场馆向社会公益开放；探索推
出“韵”动杨浦健身电子地图，
打造杨浦一键通线上服务平
台，进一步推动智慧杨浦体育
建设，提升杨浦体育信息服务
智能化水平。

上海市杨浦区：

场地少场地少、、健身难健身难，，体育消费如何发力体育消费如何发力

■宋 翩

9月 22日，“见未来·2020
第三届资本市场高峰论坛暨金禧
奖年度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
渤海银行首次参评就斩获“金禧
奖·2020优秀数字化银行”奖。
据悉，这是渤海银行成立以来首
次获颁“最佳数字化银行”类奖
项，标志着今年7月成功登陆香
港联交所主板市场的渤海银行
数字战略转型初见成效。

作为最年轻的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渤海银行很早便意识
到数字化转型并非可有可无，
而是商业银行实现战略转型的
关键推动力。基于此，渤海银行
明确了成为“最佳体验的现代财
资管家”长远愿景，并率先在业
内开启了“线上化、数据化、智能
化”的三步走模式，通过特色化、
综合化、数字化、国际化四大抓
手，持续推动批发银行投行化和
数字化的转型。

实施数字化战略转型以
来，渤海银行先后推出了行业
电商平台、政府政务平台、智慧
社区平台、智慧城市平台等众
多业务场景平台。通过与合作
平台数据共用，获得大量数据
及海量客户资源，得以不断拓
宽获客渠道，拓宽中间收入渠
道，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

日前，渤海银行坐落在苏
州的生态银行创新实验室揭牌
并宣告启动运行。启动仪式现

场，渤海银行与八维通、国富
泰、苏州市民卡、同程旅游等十
家互联网或大数据科技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随着实验
室的成立以及众多生态圈的建
立，渤海银行金融科技转型步伐
将逐步加快。下一步，渤海银行
将聚焦“圈链、平台、场景、生态、
系统”、提升数据管理、分析、应
用、产能水平，为更多用户、中小
微企业提供更多优质、便捷、无
感、泛载的金融科技服务。

渤海银行于8月末发布的
上市后首份中期业绩报告显
示，该行于报告期内持续深化
生态银行体系建设，加速对生
态平台的金融科技赋能，积极
推进业务模式、渠道模式、营销
模式、经营模式的转型和重构，
全面提升金融科技拓客、获客、
活客、稳客、黏客能力和金融服
务水平。据悉，实施数字化战
略转型以来，渤海银行离柜业
务率已经超过了90%。

渤海银行数字化战略转型成效显著渤海银行数字化战略转型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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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师在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文化花园睦邻中心为居

民提供健身指导。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