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角地变运动“微空间”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王沅霞

“以前，我们找有篮球场的学校
打篮球，现在家门口就能组队打篮球
了。”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太平府
路东侧新建的一处“口袋运动场”内，
篮球爱好者刘会明告诉记者。

这处“口袋运动场”是当涂县利
用城区闲置地块打造而成的， 面积
约 2000 平方米，建有 1 个国标篮球
场、2 个篮球场 (半场 )、2 个羽毛球
场和 6 个乒乓球场地， 为周边居民
健身带来了极大便利。“我平时不太
爱运动，现在运动场就在眼前，倒是
激起我锻炼的兴趣。”家住附近的李
海强说。

“口袋运动场”是当涂县打造的
众多“口袋工程”之一。 今年以来，该
县实施城市更新三年攻坚行动 ，住

建、规划等部门统筹联动，经过实地
走访、勘察论证，梳理出 41 处闲置
“边角地”。 在广泛收集民生诉求和
建议后，计划利用其中 23 处地块建
设“口袋公园”、18 处地块建设“口袋
运动场”。

“‘快乐健身 ’暖民心行动启动
后，我们整合城市空间资源，利用边
角地、公园绿地、广场、老旧厂房等
空闲资源，融入运动元素，配备健身
设施，让‘城市边角地’变成集聚人
气的健身‘微空间’。 ”当涂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王正方说。

在打造 “口袋健身工程” 的同
时，当涂县启动城市健身步道“断头
路”畅通工程，打通红绿灯阻隔 ，推
动城市公园步道系统互联互通 ，逐
步串起城市公共空间、 历史文化节
点、主要公共服务设施、重要居住片
区、重要交通接驳点，连点成线 ，形

成立体化步道网络，打造集交通、文
化、 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健身
空间。

记者了解到，马鞍山市制定快乐
健身行动方案，以群众身边的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健身培训和赛事活动等
为抓手，打造“15分钟健身圈”。

该市提出利用城市空闲地 、老
旧厂房以及可复合利用的文化娱
乐、 商业等资源， 完善体育设施建
设，加强城市空间资源整合利用。 同
时，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对已
配备设施全面检修补配、升级改造。
依托体育公园、 山体公园、 城市绿
道，加快新建健身步道、登山步道 、
骑行步道 ， 到 2025 年末 ， 市辖县
100%建成小型体育馆、小型体育场、
游泳设施、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
公园；市辖区 100%建成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体育公园等。

整合资源

打造健身“新园地”
■ 本报见习记者 方舢

本报记者 吴江海

“原来锻炼身体就是在街上走走路，既
单调也不安全， 今年小区里新增了很多健
身器材，还有乒乓球桌。现在不出小区就能
打球健身，太方便了！ ”看着自家小区的健
身设施逐步完善， 黄山市休宁县居民黄先
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黄先生所住的小区， 是休宁县首批完
成“15 分钟健身圈”体育设施改造提升项
目的小区之一。像这样的改造提升项目，休
宁县今年还将陆续建设 10 多处。

“除了推进乡镇、村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升级改造， 开展小型体育场地建造等普惠
工程， 我们还加强城市空间资源的整合利
用，深挖城区、社区、乡镇的空闲地、边角地
等，推动各类健身设施、各类公共活动场所
共建共享。”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汪
海清介绍，为拓展居民健身空间，该县打造
了集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东湖“口袋
公园”。此外，一条 400 米长的步道，也在万
宁公园内部延展开来， 让周边居民夜间散
步有了新去处。

黄山市结合实施 10 项暖民心行动，加
快推进“15分钟健身圈”民生实事建设工作，
加强城市空间资源整合， 利用城市空闲地、
边角地等空间资源， 以及可复合利用的人
防、教育、商业等设施资源，以常住人口总
量、结构、流动趋势为导向，根据区域特点、
乡土特色和居民需求，配置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资源，并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纳入社区和
乡村服务体系，由乡镇（街道）负责健身设施
的日常维护、保养和管理工作。

同时，黄山市启动城市健身步道“断头
路”畅通工程，打通红绿灯阻隔，推动城市
公园步道系统互联互通， 逐步串起城市公
共空间、历史文化节点、旅游景区景点、主
要公共服务设施、重要居住片区、重要交通
接驳点等， 连点成线， 形成立体化步道网
络，打造集交通、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健身空间。

据了解，到 2023 年底，黄山市将新建
及改扩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90 块，新建全
民健身步道 50 公里，全面完成居住小区和
行政村现有健身设施的维修、改造和提升，
以及未配建健身设施小区的配建工作，基
本实现城乡居民身边健身设施全覆盖；到
2025 年，实现“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新
建全民健身步道 200 公里，实现城市功能、
体育元素、文化旅游等公共空间连点成线、
互联互通，基本形成“城乡有统筹、健身有
地方、运动有技能、活动有氛围”的全民健
身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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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功能，建设体育“综合体”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好球！ ”篮球应声入网，众人一
片喝彩。

6 月 18 日 ，夏日炎炎 ，涡阳体
育中心西馆开馆。这里人声鼎沸，篮
球场上、乒乓球桌边、健身器材旁都
是前来健身的市民。

“体育中心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开工建设，总投资 6.5 亿元，占地 265
亩，建筑面积约 9.4 万平方米。 ”涡阳
县体育中心项目负责人张达告诉记
者 ，中心建了 “五个一 ”：一座 15000
座体育场、 一栋七层运动员公寓、一
座 6000 座体育馆、一座 1500 座标准
游泳池和一栋全民健身综合训练馆。
“项目运营后， 不仅可承办国家级体
育赛事，还能为全县人民提供良好的
健身休闲场所。 ”张达说。

“新一代的体育器材真高级，能看
见自己的实时心率和消耗的卡路里。”
带孩子锻炼的居民王五志说，“这里是
城南新区，虽说新建小区很多，但健身
场所较少， 新开馆的体育中心离家很
近，骑电动车要不了 5 分钟。 ”

“体育中心的场馆、室外健身设
施全年开放不少于 330 天，每天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不少于 5 小时。 ”张达
说， 体育中心将打造成一个集合运
动、公园、配套商服、会议展览等功能
的城市体育服务中心综合体，更好地

服务市民。
据涡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李仓玉介绍，去年 6 月，集博物馆、规
划展览馆、城建档案馆、科技馆、图书
馆、综合文化馆和全民健身馆 ７ 种功
能于一体的涡阳文化艺术中心正式
开放。 其中，全民健身馆由一家私营
企业承包运营权。 运营负责人曹振告
诉记者， 目前每天有 2000 余人次来
健身，暑期会更多。

根据亳州市发布的快乐健身行
动实施方案，到 2025 年，该市将新建
全民健身步道 260 公里，实现城市功
能、体育元素、文化旅游等连点成线、
互联互通，实现县区、乡镇（街道）、行
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
区“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推动体育协会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常态化组织开展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 、游泳 、五禽戏 、八段
锦、 太极拳等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
培训， 建成市本级科学健身指导中
心， 指导各县区建设科学健身指导
中心，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 ”亳
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 该市将
实施学校体育设施安全隔离改造工
程，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推行“一场两
门 、早晚两开 ”，规范有序地对外开
放。 新建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严格
按开放条件设计和建设， 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鼓励以购买服务方式，
吸引社会力量运营管理。

荒草地成锻炼“小广场”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记者近日走进淮北市相山区华
松时代小区， 看到铺着彩色地砖的
小广场上双人漫步机、腹肌板、单双
杠、扭腰器等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这里成了我们共同的乐园。 ”
小区居民方女士一边锻炼身体 ，一
边告诉记者。

小广场原是一片荒废的草地 ，
很少有人光顾。 夏天杂草丛生、蚊虫
孳生。 今年 3 月，这里经整修后焕然
一新， 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健身小
广场。 每到傍晚时分， 小区里的老
人、孩子们都聚集在这里，健身、聊
天，其乐融融。

“我每天早上送孙子上学后就
来这里，扭扭腰、压压腿，身体好了，
日子过得也有滋味。 ”居民吕先生对

记者说。
健身小广场是“15 分钟健身圈”

项目，为实现项目全覆盖，相山区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全面腾退空间，利
用背街小巷改造留下的 “金角银
边”，打造微型“健身房”。

“今年以来，已建成 13 个‘15 分
钟健身圈’项目。 ”相山区文化旅游
体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在第十
四届全运会群众展演广场舞决赛
中， 淮北市相山区勇夺健身舞分项
城市街道（社区）组一等奖。

“我们不断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持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构建覆盖
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大居
民的健康水平、生活品质和获得感均有
提升。 ”相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精心编制了淮北市《快乐

健身行动方案》，聚焦群众关切的身
边健身设施、健身步道、资源统筹等
内容，提出针对性工作举措，以小切
口、接地气的方式，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群众
在行动中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
实惠，办人民满意的体育。 ”6 月 21
日上午， 在淮北市快乐健身行动新
闻发布会上， 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局长胡家培说。

记者注意到，淮北市《快乐健身
行动方案》主要解决 “在哪里健身 ”
“如何科学健身 ”“怎么激励健身 ”3
个问题。 该市将加强体育设施建设，
奠定快乐健身设施基础； 加强城市
资源整合，拓展快乐健身运动空间；
打造品牌赛事活动， 营造快乐健身
浓厚氛围；推广科学健身理念，筑牢
快乐健身科学保障。

见缝插针，开辟健身“打卡点”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见习记者 许昊杰

6 月 18 日 20 时， 晚风吹散了燥
热。 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城附近铁路
桥下， 一处露天运动场上热火朝天，
市民们在篮球场上、 乒乓球台前、健
身器材上挥洒汗水。

“铁路桥下建起运动场，这真是
‘见缝插针’，这里环境好、设施多，使
用免费，特别适合我们学生群体。 ”中
考过后，16 岁的钟诚告诉记者， 他已
和同学约好在这里打几场球。

铁路桥下的这个 “带状” 运动空
间，已成为铜陵市的一个人气打卡点。
蜿蜒于绿地之中的 800 米彩色沥青
路，串联起篮球场、乒乓球场、儿童游
乐区、健身器材区等场地，不同年龄段
的市民都能找到适合的活动场所。 在
这里既可以健身又可“遛娃”，既聚人
气又为市中心添了活力。

近年来，铜陵市在建设专门体育
设施的同时， 充分利用废旧码头、立
交桥下、架空铁路专线旁、城市小区、
乡村闲置用地等，“见缝插针”建设户
外体育运动场地。 目前，已建成 1024
条全民健身路径 、23 个全民健身广
场、39 个社区多功能运动球场及 32
个社区体育俱乐部等。

“让居民健身锻炼有地方、有氛
围，今年我们将围绕快乐健身科学规
划打造‘15 分钟健身圈’。 ”铜陵市教
体局群体科科长方磊表示，该市将结
合行政区划、人口密度、服务半径等
要素，今年在一县三区范围内再布局
建设 75 个全民健身场地。

6 月 10 日，铜官区在联盟社区广
场举办体育健身展示培训暨体育民
生工程宣传活动，通过开展活动形成
崇尚健身、参与运动、增强体质、健康
生活的浓厚氛围。

“推动快乐健身还要提升相关运
动普及水平，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
铜官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区在
完善体育健身设施的基础上，积极推
动全民健身工作开展。 目前，已组建
15 个社区体育俱乐部、17 个区级体
育协会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健
身志愿服务深入 175 个小区。

下一步，铜陵市将按细化的方案
加快推进 75 个健身场地建设， 确保
早建成、早投用、早显效；积极通过招
引方式，引进特色体育运动设施和项
目，更好地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我们
将多渠道开展‘旅游+体育’‘休闲+体
育’等群众健身活动，让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方磊说。

让群众快乐健身

荨 6 月 21 日， 在亳州市谯城区华佗广
场，市民在晨练 。 近年来 ，亳州市积极打
造市民 “１５ 分钟健身圈 ”，让群众享受健
身快乐。 特约摄影 张延林 摄

6 月 15 日，肥西县上派镇“爱和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身体。 本报通讯员 陈家乐 摄

▲ 6 月 17 日傍晚拍摄的合肥市庐阳区
万象汇楼顶运动场。 为给市民提供时尚、
舒适的健身环境，庐阳区充分利用辖区大
型商住 、综合体等顶层空间 ，打造 “空中
版”全民健身广场，深受市民欢迎。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