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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市办实事第九件：健身场地建设方面，累计
建成投入使用笼式足球场、多功能运动场和体育公园等健
身场地103处，占年计划的103%，惠及周边居民近50万
人。”2018年12月28日，青岛市政府举行的发布会透露，包
括健身场地建设在内的2018年市办实事全面完成。

“建设笼式足球场、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等健身
设施100处”是青岛市政府第4次将以笼式足球场为主的运
动场地建设列为“市办实事”项目，也是市政府贯彻《全
民健身条例》和打造“足球名城”的重要举措；是青岛市
体育局贯彻全市足球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落实《青岛市足球
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的重要环节。

2015至2018年，由青岛市体育局主导，每年新改建以笼
式足球场为主的多功能运动场地至少100处“市办实事”项
目进展顺利，前4年累计建成笼式多功能运动场和体育公园
455处，遍布在市区和城乡市民聚居地，覆盖人群近200万
人，为岛城健身爱好者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健身场所，丰富
了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为全市体育事业发展和城市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户外健身方便多 因地制宜受欢迎

1月6日下午，冬日的青岛八大峡广场，阳光和煦，风
平浪静。

笼式足球场上，青岛市民孙金海客串“守门员”，他9
岁的儿子孙睿涵，和一帮小伙伴们在球场追逐，带球、盘
球、过人、射门，非常娴熟……

休息的间隙，孙金海说，自己家住汶上路，经常出来
带孩子活动活动。儿子孙睿涵在八大峡小学读二年级，踢
球两三年了。“我也喜欢踢球，带他出来，踢了几次，逐
渐喜欢上了。”孙金海说，以前除了在学校，上个体育课
可以踢球，业余真的没有地方踢球。

2016年，由青岛市体育局和市南区投资建设的八大峡
广场笼式足球场投入使用；2017年，双方又投资建设了一
处篮球场。

“这边是足球场，那边还有篮球场，有了这两个场
地，还挺好，户外健身方便多了。”孙金海说，一般是周
末出来玩，平常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没时间，周末做完
作业后，走出家门，锻炼锻炼身体。傍晚，八大峡有好多
暴走团，大伙出来放个风筝，踢个足球，打个篮球，健健
身，很快乐。

离开足球场，步行三五分钟，就是一处篮球场。场
内，两名少年正在篮下练习投球技巧。市民张安全说，自
己单位就在附近，每到周末，喜欢带着孩子过来玩球。
“海边空气好，每周来一次，孩子上初一了，平时学习紧
张，活动活动放松一下。再说，打篮球还长个。这篮球场
建得真是得民心。”

笼式足球场、篮球场，是青岛市体育局“围绕群众需
求，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重点项目”，解决群众“去哪
儿健身”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之一。解决“去哪儿健身”，
青岛市体育局大力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六个身
边(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健身活动、健身赛事、健身组
织、健身指导、健身文化)”工程，构建全民健身新格局的
重要抓手。

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提高全体人民的身体素
质，增强人民体质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青岛作为

“足球名城”，足

球爱好者众多，该项目也是广大青少年体育锻炼的首选。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市民幸福生活“刚

需”。从2016年初开始，青岛市体育局、青岛市教育局联
合引导符合条件的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实现
与周边居民共享，进一步优化社区居民的健身环境。目
前，全市50%以上、城区85%以上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已向社会开放，其中市南区、李沧区、崂山区、即墨区的
学校场地已全部实现对外开放。

在挖潜的同时，青岛市政府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利
用5年时间建设600个足球场地的目标。实施该项计划，有
助于青岛市增加体育人口，提高青少年的足球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包括我省在内的很多省、
市，都把实现农民健身工程全覆盖列入了工作目标。青岛
市虽然在农民体育设施方面的投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
由于过去只是依靠体彩公益金建设，进行比较缓慢，到
2014年全市还有2000多个村健身器材配套不完善。青岛市体
育局在2015年预算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结合市办实事，
投入4000万元，完成农村健身工程全覆盖工作，成为政府
关注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大好事。

便民惠民 城阳典型示范成样板

笼式足球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健身场所，最大限
度地满足青少年需求。由于笼式足球是封闭空间，可以提
高触球机会，对青少年的技术提高很有帮助。踢球的市民
吴强生说，外面的场地太硬了，脚踝容易受伤，踢球不太
安全，有了笼式足球场地，安全多了。

青岛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笼式场地建设因场地
受限较少，可以在社区、学校、公园、广场等场所实施，
受众面比较广泛，一般场地既可以进行足球运动，又可以
进行篮球等运动，还可以作为舞蹈场地，因此其进行全民
健身锻炼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全时段
开放。根据此项目选择场地的要求，每个场地覆盖不少于
2000人，社会效益较好。

从全国范围看，足球场地(含笼式足球)普及最好的是青
岛市的城阳区。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领导来青岛市考察
时，对城阳区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城阳区有37个运动公园，每个都至少拥有一块田径场
或足球场，堪称“豪华配置”。城阳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
徐立华介绍，目前全区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达到5 . 7
平方米。

2018年，总面积只有378平方公里的城阳区，共有37处
综合性运动公园，口袋公园72处，登山路径400公里，健身
步道100公里，成功打造出“8分钟健身圈”和“15分钟足球
圈”——— 任何一个居民出门步行最多8分钟肯定能找到免费
的正规健身场所，步行15分钟肯定能找到一个足球场。

仅仅在城阳区实验小学内，就有4块足球场地。他们原
先建有1块标准足球场，犹嫌不足，后来又修了3块笼式球
场。学校每个班都有男、女足球队，每学期举办的班级联
赛，每次都有90多支队伍参加，校园足球搞得有声有色，
热闹非凡。

城阳万达飓风足球队建队近30年，负责人袁法润说：
“原来我们这里就几支足球队，现在已经超过百支，这与
足球场增加有很大关系。”

以城阳区足球公园为例，所在地原本是高压线下的荒
地，经过科学规划，已经建成了4片五人制、2片七人制的
足球场。

城阳不仅足球场地多，篮球场也多得球友们挑花了
眼。“出门骑车无论哪个方向，没几分钟就有篮球

场。”居民李连珮说，“但我一直来百姓乐园，这里
高手多。”

2018年，城阳区下发《城阳区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
案》，意在建立完善足球运动发展长效机制，从娃娃抓
起，延伸校园足球普及范围，计划到2020年，特色学校比
率居全国领先水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优良
率继续保持全市领先，努力打造足球改革发展标杆区。

自下而上顺民意 力求供需相宜

“一到周六周日，我就跟伙伴们约时间，定好上午还
是下午，就过来打半天的篮球。”1月6日，在李沧区李村
河惠水路路段的篮球场，34岁的市民邵林说，篮球场包括
标准篮球场和五人制篮球场各一处。

“我大学喜欢打篮球，毕业后多年，没怎么打篮球，
主要是没有场地。”邵林说，“自从篮球场建好后，每逢
节假日，心里就有了盼头，打篮球成为自己的牵挂。”

“场地好，周围比较安静，离家近，现在出家门，走
上10分钟的路，就是篮球场，还是免费的，真好。”邵林
说，打了两年篮球，身体比以前瘦了二三十斤。

“这两处篮球场是2016年同时建成的。”青岛市李沧区
教体局体卫科工作人员石忠桥介绍，这两处场地紧邻李村河
段，当年李村河在改造时，也有初步的规划。“2015年在提
出申请的时候，我们考虑了原先的规划和现在居民实际的健
身需求，场地初选时，征求了青岛市体育局的意见，并现场
勘察了好多次，最后对周边的居民居住密度也好，场地的性
质和使用要求也好，作为篮球的场地建址是比较合适的，附
近有七八个小区，居民近万户，最终确定纳入2016年青岛市
市办实事项目里，确定选址，当年完成了建设。”

石忠桥说，建设健身场地，无论从专业性、距离上，
其实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

青岛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市办实事工作
中，把握的思路和原则主要包括：一是突出亮点。笼式足
球和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建设，场地选择要尽量选在
居民集聚地，突出实用性和便民性。力争实现连片建设，
产生聚集效应，扩大足球的影响。二是面广量大。2000处
健身设施，成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场地，让市民走出家门就
可健身。三是因地制宜，普惠于民。根据具体的场地建设
不同类型的健身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征求了周围市民的
意见，提供市民喜爱的健身器材，实现普惠于民。

2018年，青岛市体育局为了加速“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让体育更好地惠及民生，年度“市办
实事”项目实施打破了“撒小面”和“平均分配”，重点
向周边区市倾斜，向乡镇布局。实际建成103处多功能场地
和体育公园(体育公园2处)。其中，市南区2处、市北区8
处、李沧区5处、崂山区6处、城阳区9处、西海岸新区19
处、即墨区15处、胶州市8处、平度市12处、莱西市10处、
高新区9处。

2018年，为了更好地发挥场地的社会效益，青岛市体
育局总结以往建设使用经验，项目实施组织更严密：立足
“普惠于民”，场地尽量建在市民身边；前期规划“自下
而上有民意”，即因地制宜又兼顾群众呼声；建设使用管
理衔接科学，指导各区市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相应的管理
措施；点面结合，防止顾此失彼和重复建设。

科学统筹 点面结合渐成规模

市办实事实施过程中，青岛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成
立由青岛市政府分管领导、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体育
局局长、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城乡建设委、各区政府
有关领导参与的联席会议，根据工作进度，适时召开联席
会议进行调度。

据介绍，该项目责任单位为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各

区(市)政府。青岛市体育局与各区市政府共同负责勘察和确
定地场，并组织中标单位施工和质量把控。市政府统一招
标采购，建成后资产划拨给相关区市。由各区市负责管理
使用和维护。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支付和资产划拨等工
作。2018年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市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
750万元，建成后由市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补助750万元，
其余1500万元由相关区、市财政或体彩公益金安排。

青岛市体育局协同各区、相关单位，根据预算情况和
建设目标，进行场地选择和方案制订，聘请有关专家进行
论证把关，做出了具体施工方案。青岛市体育局、市财政
局共同研究资金使用及资产划转办法。

目前，青岛实际完成笼式多功能运动场和体育公园455
处；农民健身工程2190个。项目全部完成交付使用。

具体完成情况：以笼式足球、多功能运动场为主的运
动场地市南区18处，市北区28处，李沧区28处，崂山33处，
城阳区61处，西海新区82处，即墨区64处，高新区32处，胶
州市26处，平度市43处，莱西市40处。

农村工程方面，崂山区34个，城阳区135个，西海岸新
区90个，即墨区300，胶州市390，平度市800，莱西市433
个，高新区8个。

笼式足球项目建设后，明显提升了当地健身设施的档
次，吸引了大量人群参与健身活动，具有很强的示范作
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建在休闲区域的场地，更
受欢迎，像城阳健身长廊三期、黄岛唐岛湾场地等。

青岛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健身设施的完
成，基本实现了农村农民健身工程全覆盖的目标，缓解了
农村农民没有健身场地的问题，为农村文明村建设创造了
条件，农民也可以享受体育健身的快乐。由于此次配置的
健身器材较少，农民朋友建议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健身器
材的数量和种类。

根据此项工作的特点，青岛市多方研究建立了确保使
用后有效管理的长效机制。

企业职责方面，中标企业建立巡检制度，定期对健身
路径及设施进行巡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维修人员接到
电话报修时，2小时内发出响应，6小时内专业技术人员服
务到位，及时排除故障。

社会职责方面，建立全民健身设施的管理维护信息网
络。要明确联系人及维修电话，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发
现故障器材及时报修，形成完善的工作体系。

政府职责方面，工程建设好后，国有资产全部转移给
各区。各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全民健身设施进行管理和
维护。健身设施达到使用寿命期后，各区政府负责更新。

以群众体育为基础，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建
设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是提升全民健身设施服务水平的
前提和基础。青岛经验和示范引领作用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
认可并在2018年全国群众体育现场会上作了交流和推广。

2 0 1 9年，青岛市以笼式足球为主的多功能运动场
“市办实事”建设项目也将进入收官之年，青岛市体育
局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快提
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群众体育社会化、科学化、
规范化进程，加大体育内外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全力
打造“世界帆船之都”“足球名城”“田径之乡”等城
市品牌，不断推进国际休闲体育和海上运动知名城市建
设进程。

春春风风化化雨雨““靓靓””出出运运动动““底底色色””

青青岛岛““市市办办实实事事””描描绘绘体体育育惠惠民民大大手手笔笔

①即墨龙山街道笼式足球场
②市北区奥林匹克公园
③西海岸新区九龙社区体育场地
④1月6日，青少年在市南区八大峡广场笼式足球场踢球
⑤莱西市体育中心休闲广场
⑥青少年在平度市滨河社区篮球场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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