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健身成为美好生活“标配”
《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施行 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再上新台阶

日前，《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通过，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青岛推动全民健身工作
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近年来，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
求，高度关注并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今年将推动全民健身作为重点
民生课题，采取多种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助推青岛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全民健身”注入人大力量

近年来，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将全民
健身作为监督的重点，通过立法、听取审
议政府专项报告、重点建议督办、市办实
事督办等多种形式，推动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到外地学习、组织政府有关部
门召开座谈会、到基层立法联系
点座谈等方式，听取有关部门、人
大代表、专家学者、社区居民、中小
学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广泛开展立
法调研。今年 8 月，在听取市政府关于
我市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后，通过
对全民健身工作的专项监督，推动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构建协同机制，补齐短板
弱项，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覆盖
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

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审议中重点围
绕就近健身难、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专项
规划落地难、住宅区配建体育场地设施
标准和责任主体不明确、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开放不充分等突出问题，着
重从完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明
晰部门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加强
规划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许多
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审议
市政府《关于全民健身工作情况
的报告》的过程中，人大代表们纷纷
把脉支招：“拓展健身空间，满足群众
需求，关键在于加强规划引领，加大对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投入。”“要适度
增加社区体育设施，完善设施功能，是不
是可以将体育设施融入公园，打造休闲
健身新去处？”“我市公共体育场馆的数
量与同类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公益属性
发挥还不够，这些都亟待解决。”……会
后，常委会梳理提出了五大类30余条意
见建议以及 3 项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
由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办理，为
推进青岛市全民健身工作注入了新的人
大力量。

校园操场成健身好去处

今年，我市下发了《关于青岛市中小
学校室外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的通知》，
要求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体育运动场地
设施向社会开放，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运
动场所，更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青岛
市全民健身条例》第二十二条中也提到，
学校应当在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寒
暑假以及非教学时间向学生开放体育场
地设施。公办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向公众
开放体育场地设施。鼓励民办学校的体
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放。

学生们组队打篮球、踢足球，老人散
步遛弯，家长带着孩子在塑胶跑道上锻
炼，上班族晚饭后休闲放松……如今，

“共享操场”变得火热起来，人们纷纷走
进“家门口”的学校操场，享受运动健身
带来的快乐。

周六早晨7点，吃过早饭，住在吴兴
路小区的市民李芳走出家门，来到青岛51

中校园，开始进行晨练。“我今年65岁，退
休后爱上了晨跑。”李芳告诉记者，以前她
都是在马路上锻炼，随着青岛51中的操场
向社会开放，她就把晨练的地点转移到了
校园里。“正规的塑胶跑道更适合跑步，对
于膝盖的冲击力相对小一些，对我们这个
年纪的跑步爱好者来说更舒适、安全。”李
芳说。记者看到，学校的操场上有不少前
来晨跑锻炼的市民，以中老年人为主。

到了傍晚6点，青岛51中校园再度热
闹起来。“我们就住在学校旁，吃完晚饭带
孩子出来玩玩、消消食。”孙女士带孩子来
学校操场跳跳绳，“在家里看手机看电视，
不如和孩子一起锻炼，享受一下亲子时
光。”“夜间时段”的操场上，有的居民带着
孩子，有的陪着老人，大家散步遛弯、休闲
锻炼，在运动中放松一天的心情。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600余
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为周边
市民体育锻炼提供便利。在开放的同
时，学校会同有关部门严格管理制度，用
心服务居民，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的同时，让市民感受共享校园操场带来
的快乐与安心。

打造一体化智慧健身场所

带“人脸识别”的入门系统、寄存系
统，大屏显示多种真实跑步场景的跑步

机，高端前沿的各类力量器材……这些
都是全时健身场馆里的“标配”。周末下
午，记者在全时健身门店看到，陆陆续续
有不少市民前来运动健身。

“最近几年，明显感觉到青岛的全
民健身情况越发向好，各年龄层喜爱健
身的人群都在逐步增多。”全时体育集
团董事长姜伟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的出台对于健
康青岛的发展是非常利好的，尤其随着
近几年国家出台一些政策，青岛的体育
产业发展越来越快了，带动全民健身发
展起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政策
出台后，如何去监督管理、真正落地，包
括一些运动场所的维护问题，都是我比
较关注的。”对此，姜伟胜也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在我看来，社会化运营是一个
发展趋势，这方面国内有一些城市已经
开始做了。一些室内运动场所或是社
区运动场地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
交给第三方机构运营，并负责后期的管
理维护工作。”

“未来，健身会呈现室内室外结合、
线上线下结合、校内校外结合、比赛训练
结合等几个趋势，体育运动产业具有非
常广阔的前景，并且会逐步走向数字化、
智能化。”据姜伟胜介绍，目前全时健身
正在通过科技运用与模式创新，借助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会员定制个性化的运
动计划，通过精准分析提供符合会员需
求的各项运动、营养建议，实现一体化的
智慧健身场所。

“此外，青少年体育也是我们所看重
的一方面。目前，全时健身的特色青少

年体育项目已经走进中小学的课堂，成为
学校的校本课程。我们期望在帮助师生加
强体育意识、培养运动习惯、提高身体素质
的同时，通过试点学习，让更多人了解开展

儿童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计划’的宗旨
及目标，共同为岛城青少年实现‘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的总体要求贡献力量。”姜伟
胜说。

全民健身应“软硬并抓”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全民健身工作取得了一些明
显的成效。”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市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青岛迈金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于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出台的《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相
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了，但是如何能够将条
例落到实处、进行更好的宣贯，例如其中提
到的学校操场面向市民开放情况，其实还是
有相当一部分市民是不了解这一政策的，是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于锋所创办的迈

金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运
动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
业。作为市人大代表和专门委员
会委员，于锋此前多次参与《青岛

市全民健身条例》的调研、修订过程，
对于青岛的运动健身发展也有着自己

的见解。“之前我也提出过一些建议，例如对
全民健身进行‘软硬并抓’，除了进行健身场
馆、设施的建设外，还应该多举办一些赛事
活动以及基层健身活动，这些在此次出台的
条例中也有所体现。”于锋说，“例如许多中
老年人所热衷的广场舞已经成为一项十分
普及的全民运动，受众范围广，甚至已经发
展壮大成为一种广场舞文化，像这样的运动
应该有更多的支持和投入。同时，在马拉
松、帆船等一些体育赛事和活动的举办上，
应该加强运营执行、安全保障能力，让这些
运动能够广泛地开展下去。”

/ 新闻延伸 /
以法治力量助力健康青岛建设

《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以法治力量助
力健康青岛建设，助推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保障和监
督管理水平，推动从“要我健身”到“我要健
身”，再到“我爱健身”“我会健身”，使全民健
身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标配”。

《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提出要促进全
民健身活动开展：突出青岛海洋特色，规定
每年8月8日国家全民健身日所在周为本市
全民健身周，结合本地传统文化、旅游休闲
等资源举办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支持举办沙
滩体育、游泳、帆船等具有海洋特色的赛事
活动；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基层延伸，市、区

（市）政府每年组织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
动会，推动赛事活动下沉基层；发挥群团组
织作用，规定群团组织结合自身职责，组织
开展健身运动会等活动；丰富学校体育活动
的开展，规定学校保障学生在校期间体育锻
炼时长，鼓励开设公益性课后体育兴趣班，
支持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创建公益性体育
俱乐部；强化安全管理，针对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人员密集的特点强化安全管理，明确全
民健身活动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举办、参加
全民健身活动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保障全
民健身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通讯员 郭进强 侯莹莹

组图：岛城各年龄层喜爱健身
的人逐步增多。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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