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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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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是天津独特的、
具有标志性的宝贵资源，对海河两岸进行
开发改造已是我市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标
志。海河两岸的开发建设，使海河在不同
的区域体现出不同的功能，展现出不同的
景观特色，整体上形成内涵丰富的经济带
和景观带。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

不断扩大，人们的出行范围也不断扩大。自
行车已经从单一的交通出行工具，逐渐过渡
为集出行、健身、休闲、游憩、历史文化体验、
社交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出行方式。自行车
专用道属于绿道范畴，兼具生态保护、健康
休闲、资源利用、绿色出行、经济发展等多功
能。我市很多骑行爱好者都希望天津能有
一个专属的自行车骑行道。市民小刘每周
至少外出骑行3次，每次两到三个小时，“有
的路段没有隔离护栏，机非混行，时常要在
车辆间穿梭，比较危险。要是有一个专用的
自行车骑行道，既安全也方便。”小刘说。
今年，市体育局将沿海河建设“海河蓝

丝带”自行车骑行道，计划实施天津湾公
园—刘庄桥—吉兆桥—天津湾公园一段，
途经台儿庄路（台儿庄支路路口—刘庄桥
段）、海河东路（刘庄桥—大直沽六号路路
口段）、海河东路（大直沽六号路路口—春
意桥段）、海河东路（春意桥—吉兆桥段）、
台儿庄南路（春意桥—吉兆桥段）、台儿庄
南路（春意桥东侧140米处—春意桥西侧
170米处段）、台儿庄南路（春意桥西侧170
米处—海津大桥段）、台儿庄南路（海津大
桥—台儿庄支路路口处），全长15.8千米。
打造海河两岸城市骑行道，将步行、自行车
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主体，引导
居民采用“步行+骑行”的出行方式缓解交
通拥堵，减少汽车尾气污染，营造舒适、安
全、便捷、低碳的城市环境。通过规划环境
优美的骑行路线，直接提升城市休闲购物、
旅游观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城市
整体魅力。
“海河蓝丝带”自行车骑行道将对非

机动车道路面进行彩色沥青喷涂，全线

增加隔离护栏，布设交通标识、骑行辅助
设施等。这些设施中，有用于指导详细
位置的导视牌、骑行专用垃圾桶、自行车
停车架、骑行路口助停设施（道路路口范
围内设置“脚踏板”，供骑行者在路口等
候红灯时“歇脚”，不用上下车，提升自行
车骑行感受和路口等候排队有序性），为
市民打造一条骑行、健步、跑步的体育设
施。当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并通过了规划审批，处于施工
招标阶段。
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海河

蓝丝带”自行车骑行道是一条非竞速骑行
线路，以休闲有氧骑行为主。只要有骑行
需求，无论是专业城市公路自行车还是共
享单车，都可使用。“海河蓝丝带”将体育文
化与海河文化深度融合，利用骑行、健步、
跑步等体育元素串联起海河沿岸的文旅、
商贸和景观，实现海河资源共建共治共享，
引领全民健身新体验，打造新的健身目的
地，为“运动之都”增添新名片。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市
民把锻炼身体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
哪儿健身”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天津市2023年20项民心工程提出：丰

富健身场地类型，满足群众多样化健身需
求；利用城市闲置空间资源新建10条健身
步道共20公里、100处社区户外微场地、50
处乡村健身广场，更新200处社区健身园，

增加群众身边健身设施有效供给，提升健
身场所可达性、便利度；增建球类运动场
地。新建50处足、篮、排多功能运动场，扩
大运动场地设施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的
运动需求；建设15公里“海河蓝丝带”自行
车骑行道，为广大市民打造新的全民健身
目的地，引领大家跑起来、动起来。
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今年民心工程

中建设的400多处健身场地设施主要分布
在城乡社区，利用城市社区金角银边、公园
绿地等空间资源建设，通过增建多场景、多
种类、多功能的运动场地，不断扩大场地设
施产品供给，提升公共健身服务水平，打造
高品质健身生活，推动构建我市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这些健身场地
设施将在年底前陆续投入使用。

打造新的全民健身目的地 完善城乡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健身去哪儿 就在家门口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我市深入实

施全民健身战略，目前全民健身在天津已蔚然成风。”天

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党校基地研

究员赵静静认为，在理念上，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全民健身，在教育、文化、旅游、健康等领域融合发展，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需求，成为获得感和满

足感的幸福源泉；在架构上，我市坚持全民健身服务供

给不断增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走向更高水平，人

民群众尽享体育运动的快乐美好；在距离上，我市坚持

就近就享的“家门口健身圈”，百姓身边的体育设施举步

可就，满足“全龄化”要求；在提升改造上，坚持社区金角

银边、公园绿地等空间资源充分利用，通过增建多场景、

多种类、多功能的运动场地，不断丰富完善设施产品供

给，致力于打造高品质健身环境。

赵静静建议，在今后发展中，我市应进一步聚焦群

众健身需求，借助互联网和科技发展不断提高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让全民健身成为

新风尚，让健身设施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注释。

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十四五”以来，我市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大幅增加，体育场地面积达3877.69万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面积达2.84平方米。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实现全覆盖，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日臻完善。不
过，在取得了可喜成绩的背后，仍存在一些短板：一是健
身场地设施总量依然不足。场地设施数量和人均面积虽
明显增加，但因建设用地难落实，城市空间利用不足，项
目审批、学校场地设施开放率不高等问题，场地总量仍不
能充分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二是小型综合性体育设施供
给存在缺口。群众身边小型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
场、笼式足球场等适合开展综合性体育活动的设施供给
相对不足，在满足群众快速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方面
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区域之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差异
明显。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2.84平方米，但中心
城区、个别涉农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相比，部分区体育设施建设
用地供应、公共财政对全民健身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采取措施

补齐这些短板，合力打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多元治理新
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
助推、法规保障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新格局。首先
要增建一批便捷的健身设施。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住
建、自然资源、城管等部门协同，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城市金角银边+老旧小区改造+公园绿地+山地资
源+旧厂房改造”等路子走得更深更实，加强体育公园、
健身步道、多功能运动场、社区体育园、智能健身器材等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有效供
给。另外要全面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聚焦老城
区和人口密集地方健身设施缺乏的痛点，拓展全民健身
新空间和完善户外运动配套设施，推动健身设施绿色低
碳转型，推动土地资金等资源向举步可及的健身设施倾
斜。老城区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增加社区健身场地设施，
新建居住区按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继续推动学校体
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提升完善多层级健身设施网络和城
乡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另外，还有一些市民反映，社区内的健身设施比较适

合中老年人，适合儿童的并不多；一些体育设施，例如健
身步道，使用一段时间就有老化问题，如何加强维护？工
作人员表示，今年在社区户外微场地的建设中，配备的健
身设施就考虑到“全龄化”要求，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全龄
友好”理念。而在设施维护方面，每个区现在都有检修队
伍，还没有到使用年限的健身设施发现问题会及时维修，
过了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问题的设施一律进行更换，确保
群众使用安全。

住在河西区德才里小区的张大爷每天
都要外出运动，附近有一个街边公园，可除
了树荫和座椅外，没有健身设施，他只能随
便走走，再和其他老人坐着聊聊天，“希望
能有个健身活动的场地，设置一些适合老
年人运动的器械。”社区居委会把居民的意
愿上报到了河西区体育局。在今年民心工
程的支持下，该局工作人员经过多轮考察，
选定了街边公园——绿竹公园来建设社区
户外微场地。
何为社区户外微场地？即通过在群众

身边增建小微、智能型、综合型的社区健身
设施，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群众身边的体
育健身设施布局，进一步丰富场地器材类
型，举步可就，进一步提高健身环境，持续
提升群众对健身场地设施的满意度。
河西区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绿竹公园坐落于地铁3号线吴家窑站B出
口旁，原来是块空地，后经产权单位同意，
建设为街边公园，总面积不到400平方米。
这次改造，公园内安装了一些健身器材。
考虑到周边小区老年人居多，健身器材大

多数适合老年人运动，例如太空漫步机、椭
圆机、太极揉推器……同时考虑到了儿童，
为他们安装了跷跷板等设施，目前正在建
设中。
记者从河西区体育局了解到，今年该

区确定建设这样的社区户外微场地共4处，
除了绿竹公园，还有梅江潭江道花园、微山
路空竹园、危改广场。社区户外微场地的
标配为一条健身步道和10件以上的二代智
能健身器材，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健
身、快乐健身。

今年，我市合理安排建设一批群众身边的
室外足、篮、排多功能运动场地，促进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喜爱的“三大球”场地设施供给进一步
扩大，为“运动之都”“排球之城”增添新名片。
东丽区金钟街徐庄子村有着深厚的篮

球运动基础，喜欢篮球的人很多，经常举办
村队之间的比赛。村里原有一处篮球场
地，始建于2000年，面积不大，设施日益老
化，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民一
直希望在家门口建设一处综合运动场地。
赶上今年民心工程的助力，徐庄子村村委
会想办法找场地。村里有个广场，因为规
划道路建设被一分为二，“我们利用了广场

三分之一部分和紧邻的一块空地来建设
足、篮、排多功能运动场。”徐庄子村党支部
书记赵广乐介绍，多功能运动场建成后，可
以覆盖周边2500多户居民，无论什么年龄
段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健身设施。
据东丽区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徐

庄子村多功能运动场的占地面积为6971平
方米，将街边公园、运动场和健身区域有机
结合起来，既有园林景观，也有步道、各类
健身设施，还有篮球广场、笼式足球场、轮
滑冰场、网球墙、乒乓球区……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这里还为儿童设置了不少娱乐设
施，有滑梯、爬网、沙坑等。目前这个多功

能运动场正在建设中，预计7月底建成并投
入使用。另外，东丽区金桥街道将枫舒园
小区旁的闲置空地改造成群众健身场地，
增设健身步道、智能健身器械和篮球场，还
将建设2个笼式足球场和1个多功能运动
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让越来越多
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惠民举措。

街边公园改造 成社区户外微场地

利用闲置土地 建设多功能运动场

自行车骑行道 海河边亮丽“蓝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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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爱青

“海河蓝丝带”骑行步道效果图。

东丽区徐庄子村多功能篮排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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