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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一块合
适的运动场所。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
健身场地设施不足是城市居民在日常健
身活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如何破解城
市健身场地不足的困局，记者为此采访了
国家体育总局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权威
人士。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健身设施处处长
赵爱国说：“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
距。美国的人均场地面积超过 10 平方米，
相邻的日本、韩国也比我们高不少。”

国家相关部委近年来发布了不少文
件，对城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
要求。如《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建
设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城市
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促
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

根据2005年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
发布的《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
标》，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可根据需要设置在
室内或室外，人均室外用地面积应为0.30-
0.65平方米，人均室内建筑面积应为 0.10-
0.26平方米。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则明
确指出，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严格落实按

“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
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标准配建全
民健身设施的要求，确保与住宅区主体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投
入使用，不得挪用或侵占。

政策落地情况不乐观

然而，政策的落地情况却并不十分乐
观。虽然《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全民健身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公共体
育设施的规划、建设、用地、经费保障做出
了规定，但在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资金保
障和使用管理方面，仍缺乏相配套的实施
细则和政策法规，在实施层面也未建立有
关部门分工协调的工作推进机制，城市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无法保障的现象普遍
存在。对许多老城区而言，由于在早先的
规划建设中对体育设施用地考虑不够，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目前无地可用；对于新建
住宅区（居民区）而言，《城市社区体育设施
建设用地指标》等规定也未得到切实落实。

赵爱国说：“新建小区在做规划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体育设施的问题。但以前有关
规定是将健身设施纳入文体（文化、体育）
设施的范畴，没有对体育设施单独界定。
在小区建设规划审核的时候，体育部门无
法介入和参与。即使解决了规划审核这个
环节，还有一个验收和监管的问题。下一
步需要对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和细
化，而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各方协调推
进。”

体育健身设施不能很好地
满足群众需求

赵爱国坦言，总体看来，虽然方方面面
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目前我国城镇的体
育健身设施仍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的健身
需求。除了上文提到的法律法规配套实施
细则缺失和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之外，还存
在着各级政府对体育健身设施的投入不
足、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及服务标准体系不
完善和体育健身设施统筹建设和资源整合
力度不够等问题。

“在许多地方，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
设施的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未有效整合、综
合利用。此外，占全国现有体育设施存量
53%左右的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工作进
展缓慢，影响了现有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住建部相关人士也表示，开放学校体
育设施，是有效解决群众就近开展体育活
动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学校体育设施
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而日本98.8%的学校
体育设施都对外开放。希望体育、教育等
部门联手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在一定时段内
向社会开放，实现资源共享，缓解当前社区
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

赵爱国说，针对当前体育健身设施建
设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国家体
育总局计划研究提出关于推动中小型体育
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免费或合理收费开放
的政策措施，会同住建部制定关于体育健
身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将中小型体育场
馆、社区健身中心等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纳
入城乡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同时将充
分发挥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的作用，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加大对体育健
身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住建部有关人士也表示，住建部正在
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公共体育设施专题
调研，现已完成调研报告初稿。在调研基
础上，将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组织修订相关
标准，指导地方在城市规划工作中认真落
实，加强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

住建部为此将联合体育部门研究制订
《体育公园设计导则》等相关技术规范，指
导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体育专类公园和兼容
健身运动场地、设施和休闲游憩的公园绿
地。主要措施包括：指导各地根据城市总

体规划和公园体系规划，利用体育设施用
地建设体育健身类公园；充分利用闲置的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旧厂房、仓库、老旧
商业设施、社区改造及拆违腾退出的空闲
地，改造建设老百姓可以就近健身活动的
场所；新建公园在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健
身需求，因地制宜预留健身运动空间；根据
市民需要，结合公园提质改造增设健身设
施和场地；加快绿地和林荫路建设，提升居
民健身便捷性和舒适性。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白瀛）来自制片方的消
息，吴京自导自演的军事动作
片《战狼 2》上映 12 天后，票房
达 34 亿元，超越《美人鱼》，成
为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冠军。

《战狼 2》讲述了脱下军装
的冷锋卷入一场非洲国家叛
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却无法
忘记军人职责，重回战场展开
救援的故事，主演还包括弗兰
克·格里罗、吴刚、张翰等。

影片自7月27日上映伊始
就表现出强劲态势，7 月 30 日

以 3.597 亿元刷新了中国影史
单日票房纪录，随后创造了最
快破 7 亿元、8 亿元、9 亿元、10
亿元的票房纪录，截至8月7日
票房超过 34 亿元，打破了《美
人鱼》2016 年创造的中国影史
票房纪录。

“所有纪录都是用来打破
的，未来《战狼2》的票房也会被
超越，但奇迹的创造者始终都
是观众。”吴京说。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排行
榜上前三甲为《战狼 2》《美人
鱼》《速度与激情8》。

《战狼2》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上映12天后票房达34亿元

8月 8日上午，辅导老师在
指导市老干部大学合唱队队员
排练参赛节目。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精神
文明办、省文联和省敬老助老总
会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喜
迎党的十九大 展示老年新风

采”文艺汇演活动的通知，市老
干部大学接到通知后，立即组建
了这支由80名老干部组成的合
唱队，并加紧排练了合唱《祖国，
慈祥的母亲》《赶圩归来阿哩
哩》等歌曲，准备向党的十九大
献礼。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喜迎党的十九大 展示老年新风采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一块合适的运动场所——

如何破解城市健身场地不足的困局

健身达人秀“绝技”

8 月 7 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凰山文化广
场，今年51岁的袁廷均在练习“一指禅”。

8月8日，郭世民（右）、郭加林兄弟在江苏泰兴人民
公园表演异形石锁绝活。郭家兄弟练习耍异形石锁已
有10年，每天早晨他俩都会在公园抛石锁健身。

8月8日，在天津王串场公园，李建新在耍石锁健身。今年59岁的李建新身体十
分健硕，每天坚持耍石锁，他的石锁用水泥做成，重达22.5公斤，石锁在他的手中忽上
忽下，从拳到肩，举重若轻。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各地有不少身怀“绝技”的健身达人，他们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强身健体，乐在其中。

8 月 8 日，在天津王串
场公园，75 岁的陈大爷进
行吊环锻炼。

8月8日，健身爱好者王长立在山东聊城公
园练习“拿大顶”。王长立今年60岁，每天练习

“拿大顶”健身，每次坚持5至10分钟。

8月8日，天津市民陈大爷在海河风光带进行“虎爬功”锻炼。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8 日，
《战狼 2》已成功超越《美人鱼》
成为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

《战狼 2》不能说做到了完
美无缺，但它的难能可贵之处
在于，以其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的有机统一得到了广大观
众的认可，不仅赢得了高票房，
而且赢得了市场的尊重。

好的作品无一例外具有优
秀的精神内涵。这部影片能让
影院在灯亮的一刻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叫好又叫座，靠的不仅
仅是战火纷飞的大场景、威武
雄壮的军容，更是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的军人气质、诚挚热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硬朗
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品格，
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相契合，
恰到好处。

脱离现实主义创作路径、

缺乏真挚的情感和严肃的创作
态度，单靠大投资、明星脸、大
营销最多不过堆砌出奢华的包
装和虚幻的泡影。这样的作品
既无法赢得观众，也无从占领
市场。《战狼2》不断上升的票房
和观众良好的口碑证明，只要
下功夫创作、心中有观众，口碑
不会辜负汗水。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
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
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
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搞
得再热闹、再花哨，也只是“表
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
精神世界并引发思想共鸣的。
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用心记录
这个伟大的时代，才能创作出
更多正能量、有感染力，传得
开、留得下，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作品。（新华社大连8月8日电）

呼唤更多国产电影狼性突围

据新华社天津8月8日电
（记者张泽伟）美景映圣火，激
情燃津门。8日，第十三届全运
会火炬正式在天津传递。

早上八点半，第十三届全运
会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天津市
和平区民园广场举行。伴随着

《奥林匹克进行曲》，两名圣火护
卫从火种灯中引出圣火火种，点
燃圣火盆。第十三届全运会组
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
仲文点燃火炬，随后转交给天津
市委书记李鸿忠。李鸿忠将火
炬授予第一棒火炬手、奥运冠军
魏秋月。在现场上千名群众的

欢呼声中，在高亢激昂的全运会
会歌声中，火炬传递正式开始。

当日进行的是首站天津和
平区的火炬传递。

参与和平区火炬传递的火
炬手共有 35 名，他们从天津市
各界的优秀代表中脱颖而出。
除了魏秋月外，还有雅典奥运
会女排冠军李珊、天津足球旗
帜性人物于根伟等。

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传递
活动的主题是“传递梦想 共
享健康”。27日晚，全运会正式
开幕当天，火炬将传入天津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
正 式 在 天 津 传 递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8
月 8 日上午，我市庆祝第九个

“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在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举行，来自全市的 400 余
名健身爱好者表演了柔力球、
健身球操、健身气功八段锦、
太极拳、太极扇等。

本次活动由市实施全民健
身计划领导小组主办，市体育
局、市老年体协承办，主题为

“健身每一天 喜迎十九大”，动
员和号召全社会更加广泛关注
和重视全民健身事业，鼓励和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全
民健身。8月7日至13日，我市

将不断拓展“全民健身日”活动
时空范围，大力开展健身跑、健
步走、骑行、登山、徒步、游泳、
球类、广场操舞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运动项目，扶持推广武术、
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
民间传统和乡村农味农趣运动
项目。

近年来，我市全民健身事
业取得明显成效，被省体育局
确定为河南省首批全民健身
示范城市。即将开幕的第十
三届全运会，我市有 15 名运动
员代表河南省参加 3 个群众项
目的决赛，将充分展现我市的
群众健身水平。

我市庆祝第九个“全民
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从东海之滨到塞北边陲，从大漠草原
到岭南山地，8月 8日在我国迎来第九个全
民健身日之际，神州大地被健身热潮席卷，
欢笑伴随着汗水，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越来
越多的人受益于全民健身，人民在全民健
身热潮中焕发活力，民族在全民健身热潮
中自强不息，国家在全民健身热潮中昂扬
向上。

自 2009 年设立“全民健身日”以来，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持续深入，全
民健身运动向“便民、惠民”不断推进。

全民健身工作近年来持续发力，“上下

求索”：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促进健康
中国建设；下，全民健身走入千家万户，深
入人心，健身设施修到小区里、家门口，健
身指导更加细化、更加科学，让每一位老百
姓在运动健身中受益。

目前，我国“大群体”工作格局已初步
形成：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日渐成熟，全国县
及以上地区体育总会平均覆盖率超过七
成；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大幅增加，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逾 1.57 平方米；全民健身活动
丰富多彩，从大众化的跑步、游泳到小众化
的射箭、攀岩，从“足、篮、排”三大项到木兰
太极、舞龙舞狮等民族传统运动，各地结合

当地特色和群众喜好，因地制宜发展全民
健身工作。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8月8日，而应贯彻
一年的365天。春有骑行夏池游，秋来登高
冬长跑，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健身锻炼的好
时节。随着体育锻炼场地和设施越来越丰
富，健身锻炼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习
惯。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政策与口号，而应
创新机制、整合资源，让运动健身与大众生
活产生“共鸣”。政府引导、社会驱动、市场
参与，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让老百
姓通过全民健身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部分或老少“两
头”，而应切实覆盖全民。青少年和老人固
然有更多空余时间进行健身锻炼，但全民
健身重在“全”——全民、全年龄段、全覆
盖。从校园联赛到职工体育大赛，我们欣
喜 地 看 到 全 民 健 身 的 参 与 群 体 日 益 齐

“全”。
从身体到心理，从文化到精神，从项目

到产业，中国的全民健身事业正全方位地
助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助力小康社会的
建成，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助力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全民健身，携手同行，与民惠，与国
盛。 （据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

全民健身 与民惠 与国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