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体育消费券
定点场馆招募启动
本报讯 为加强公共体育服务，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助力体育

场馆复工复产 ， 支持体育行业抗疫

情、 促发展、 惠民生， 上海市体育局

会同各区体育局遴选优质体育场馆，

参与即将启动的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

项目 。 目前 ， 2020 年上海体育消费

券定点场馆招募正在进行， 报名截止

日期为 8 月 14 日。

本次招募秉承坚持政府引导、 市

场主导、 市民参与的原则， 旨在实现

政府、 场馆、 市民多方共赢。 上海体

育消费券定点场馆将享受有关政府资

金补贴和政策支持， 具体权利和义务

将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明确。 定

点场馆的招募对象为上海市范围内符

合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 经营性体育

场馆。 全市计划招募定点场馆 500 个

左右， 其中， 全市 16 个区的定点场

馆数量， 将综合考虑体育场馆分布等

因素合理分配。

根据招募公告公布的流程， 上海

体育消费券配送项目将通过以下步骤

实施———上海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公

共体育场馆和经营性体育场馆可自愿

申请加入上海体育消费券定点场馆，

经所在地的区体育局审核后， 报上海

市体育局审定， 签订合作协议。 上海

体育消费券设计为一次性使用的电子

消费券， 将通过信息化配送平台在一

定的时间、 渠道向市民发放； 持上海

体育消费券的市民可到定点场馆健

身， 享受价格优惠。 根据每个定点场

馆每月的上海体育消费券使用情况，

于次月底前拨付相应的资金补贴。 相

关申请详情可登录上海市体育局官方

网站查询。 （施菊）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一8 运动主编/谷 苗

卡纳瓦罗情绪几近失控

广州恒大遭遇赛季首败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 在 2020

赛季中超前三轮干净利落地赢下上海

申花 （2 比 0）、 广州富力 （5 比 0）

和深圳佳兆业 （3 比 1） 后， 广州恒

大昨晚遭遇本赛季首场失利。 面对由

李霄鹏率领的山东鲁能队， 卫冕冠军

最终以 0 比 1 败下阵来， 而比结果更

令人担忧的是， 球队主帅卡纳瓦罗赛

后一度情绪失控。 终场哨响后， 坐在

替补席上的队员们照惯例伸手与主教

练击掌 ， 卡纳瓦罗却以类似乒乓球

“抽杀” 的动作给予回应， 同时还大

声吼叫发泄情绪。

“我很不满意！” 卡纳瓦罗赛后

表示， 球队在落后前完全不在状态，

“我们处理球速度慢， 训练中准备的

东西没踢出来， 总之， 球队没按照我

们的习惯来比赛。” 此外， 年轻的意

大利教练还抱怨了场地质量， “我希

望主办方能够把草皮整得好点， 当然

这不是我们输球的借口， 我只是认为

高质量的比赛场地对所有球队都好。”

正如卡纳瓦罗所言， 恒大队虽在

控球率方面占据优势， 但进攻效率却

相对低下， 全场 13 次射门竟只有一

脚打在门框范围内， 而鲁能 12 次射

门七次命中目标 。 比赛进行至第 59

分钟， 刘洋在中场的一记争顶让皮球

穿越了整条恒大防线， 恰好落到了郭

田雨身边 ， 后者顺势小角度抽射破

门， 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此役赛前， 鲁能在中超联赛已连

续四次不敌恒大， 因此昨晚的胜利对

该队具有特殊意义。 李霄鹏赛后感谢

队员付出的努力， “赛前我们准备得

比较充分， 大家心里也都憋了一股劲

想拿下这场球， 所以根本不用动员。

虽然我们赢了， 但恒大依然是联赛的

王者， 我们只是保持了更好的心态。”

完成致命一击的郭田雨年仅 21

岁， 他表示鲁能队赛前安排的战术就

是要展现狠劲， 不给恒大喘息之机，

将比赛带入鲁能擅长的节奏， “大家

都很优秀， 我的进球只是运气好， 没

想到球会漏过来， 守门员也没扑到，

仿佛一瞬间就发生了。”

体育赋能“金角银边”，全民共享健康生活
上海多渠道提升体育场地设施供给和服务

趁午休时光与同事在园区球场来

一场篮球对战 ； 夜幕时分与好友相约

滨江在璀璨江景中奔跑 ； 家门口的社

区健身中心成为邻里往来的新空间 ；

承办过国际顶级赛事的泳池变身市民

悠然避暑的乐园……现如今 ， 运动已

逐渐成为上海市民们的生活方式 ，

“健身就在身边” 逐步成为现实。

即使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今年，

四年一度的市民运动会依然以线上、线

下融合的方式， 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申城持续升温的运动氛围，对体育场馆

设施的数量和品质提出了更高需求。 为

此， 上海体育近年来不断创新改革，通

过多种方式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尽

可能为市民提供更充足的体育场地设

施和更便利的健身服务。

在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中国行动

（ 2019 -2030 年 ） 》 中 ， 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分别达到 1.9 平方米及以上和 2.3 平方

米及以上。 而截至 2019 年底， 上海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约 2.37 平方米， 公共

体育设施市民满意度位居市政府实事

工程前列。

化 “废 ”为宝 ，老厂房变
身运动空间

在杨浦滨江之畔 ， 时尚感十足的

X-PARK 运动基地成为周边健身爱好

者的新兴打卡地 ， 而五年之前 ， 这里

还是上海第二印染厂空置废弃的旧厂

房。 经过精心改造 ， 一座总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 集场地开放、 体质健康

监测 、 体能训练 、 运动和康复为一体

的综合运动中心焕然新生 。 除了市场

化经营之外 ， 运动基地合作挂牌 “定

海路街道市民健身中心”， 开放约 3000

平方米的公益场地 ， 供市民在公益时

间段内使用 ， 让更多人以亲民的价格

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 较好地缓解了周

边市民缺乏运动健身场地的状况。

类似变 “废 ” 为宝的蝶变 ， 近来

不断在申城上演 。 同样是杨浦区老旧

工业建筑 ， 曾经的上海玻璃机械厂旧

厂房 ， 被改造成备受篮球爱好者追捧

的近零碳排放建筑洛克公园长阳店 ；

不再适合当下企业发展的杨浦都市工

业园市京分园 ， 转身以市京体育产业

园全新亮相， 打造为辐射周边 12 个社

区和 40 万居民的运动乐园。 通过 “体

绿结合”、 “体商结合 ”、 楼顶工程等

方式 ， 一批曾经的闲置土地 、 拆违用

地被运动的活力唤醒 ， 如闵行区的新

晋网红地 “体汇+红馆”、 嘉定区菊园

新区的永新路足球场 ， 无不是华丽转

身的成功案例。

当城市的 “金角银边 ” 被赋予体

育功能 ， 增加健身场地供给便有了新

的抓手 。 坚持因地制宜 ， 充分合理利

用空间 ， 提供便民利民的健身场地设

施已呈现出更多可能。

多元化运营 ， 传统 “房
东”转型“店小二”

在精打细算开拓城市运动新空间

的同时 ， 大体量的体育公园 、 公共体

育场馆仍是服务全民健身的传统 “主

力军”， 同时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

资源 。 如何才能优化资源配置 ， 更好

地服务于民？

“历史上 ，建一座体育场馆就成立

一家事业单位的模式不可持续。 因此成

立了上海市体育场馆设施管理中心，主

要做规划、建体系、定标准，场馆运营选

择市场化模式，交给有经验 、有条件的

企业或机构来运营。 ”如上海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彬所言 ，体育场馆的

运营模式已由过往政府 “包办 ”向多元

模式转变。 体育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在委托运营中把牢底线、守好

标准，具体的经营方式方法则交由运营

方创新尝试。

作为 2019 年市政府实事项目之

一， 占地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的上海市

民体育公园·足球公园于去年 9 月完

工， 今年 1 月开园运营 ， 共有十一人

制和五人制足球场 50 片 、 篮球场 25

片及生态跑道 、 休闲广场等设施 。 如

此大体量的体育公园 ， 不仅承载着扩

大市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任 ， 也

将在上海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中扮

演重要角色。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场地在上海

是稀缺的 ， 一定要找专业的公司来管

理运营。”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

在强调公益性定位的同时 ， 表达了市

民体育公园由上海久事国际体育中心

有限公司进行专业化 、 市场化运营的

重要性。 尽管受疫情影响 3 月 14 日才

恢复运营 ， 足球公园上半年仍累计接

待 3.2 万余人次。 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的基础上 ， 运营方不仅为市民运动健

身提供便利服务 ， 为上海航模队备战

国内外大赛提供保障 ， 还积极引入外

部优质资源 ， 举办了多场提升市民体

验感的赛事和活动。

在中心城区静安区 ， 多元化运营

模式也让 “老场馆 ” 焕发新活力 。 为

第八届全运会而生的静安区运动健身

中心 （原静安体育中心 ）， 自 1997 年

起就投入使用 。 近年来 ， 中心以场馆

综合改造 、 “退商还体 ” 为契机 ， 千

方百计挖掘体育空间 ， 同时在传统自

营模式之外 ， 以租赁 、 委托等形式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场馆运营 。 从传统

“房东” 的粗放型管理， 到如今为入驻

企业提供 “店小二 ” 式服务 ， 市场化

力量的加入 ， 为场馆聚集了人气 、 促

进了体育消费 ， 场地的使用效能也明

显提升。

智慧化管理 ， 服务系统
越来越“聪明”

随着场馆运营向专业化、 市场化转

型， 以智慧化管理为代表的创新管理方

式也开始在申城体育场馆设施普及。 人

脸识别、扫码入场、远程预约……越来越

“聪明”的管理服务系统，既为市民健身

带来了便利，也为场馆运营提升了效率。

位于浦东新区的施湾智慧社区健

身中心 ， 是上海首家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 其所在的祝桥镇也是全国七家智

慧社区健身中心试点建设单位之一 。

在绿化环绕的室外健身场地， 10 余台

智能训练器械分布于步道两侧 ， 实时

解说功能每 5 分钟播报一次健身数据，

让前来健身的市民可以实时了解自己

的运动速率和消耗的卡路里 。 室内健

身房配备了体测仪器， 只需刷身份证，

选择测试项目 ， 跟着指示做动作 ， 智

能化设备就能及时分析出身体状况 ，

并将专属 “运动菜单 ” 和数据同步推

送到市民手机上 。 “周围居民都来这

里健身 ， 智能设备体验的确不一样 ，

感觉健身更科学。” 家住附近的王女士

说， 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给她和家人带

来了便利， “运动健身也更来劲了。”

同样引入智慧管理系统的杨浦区

控江路街道智慧健身 （健康 ） 中心 ，

在 8 月 7 日投入运行当天就迎来了不

少前来体验的社区居民 。 据中心运营

方尚体健身的负责人介绍 ， “智慧系

统通过互联网技术 ， 让居民运动数据

可视化 ， 能为前来健身的居民建立个

人健康档案 ， 为社区健康管理提供数

据支持。” 作为第一批 “刷脸” 进入中

心的健身爱好者 ， 72 岁的牛老伯说 ：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 ， 居民更重视健

康 ， 家门口有

了这个健身中

心 ， 设施齐全

又智能化 ， 还

有专业的健身

指导 ， 我要动

员周围邻居都

来健身。”

今夏，东体游泳馆让泳客更放心
“玉兰桥”“月亮湾”的背后有着许多人的默默奉献

7 月末一天的 13 时，盛先生带着 8

岁的儿子在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入口

处排队。 对于这样的场景，这位已来此

游泳三年的泳客既熟悉又陌生。

因为疫情，东体游泳馆将今夏开放

期每日 12 时至 13 时设为消毒杀菌时

间， 因此 13 时的游泳馆入口处排起了

队。 通过微信填写“泳客健康承诺卡”，

在入口处出示“随申码”，保持社交距离

有序排队入场，络绎不绝的泳客在这里

等候着入场。 为保障泳客的安全与体验

感，无论是做好消杀工作还是落实 “二

码合一”功能，东体游泳馆在这个略为

特殊的夏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增加消毒杀菌力度确保安全

为更好地防控疫情，东体游泳馆今

年分设年卡会员和散客两个服务台，更

衣箱也安排在不同楼层以便分流。 根据

防疫相关规定，从 7 月 1 日起 ，东体游

泳馆室内游泳馆每场次人数限制为 500

人，室外游泳池为每场 250 人。 原本东

体游泳馆从 9 时不间断开放至 21 时 ，

同样因为防疫， 工作人员需在 11 时 45

分开始“清场”，12 时至 13 时对更衣室、

泳池等设施进行消毒杀菌。

久事体育东体分公司公共体育部

高级主管都亚兰透露， 因为疫情影响，

今年泳客人数比去年有所下降 ，“工作

日每天在 1000 人次左右， 周末能达到

2000 人次。 ”疫情也让场馆管理方非常

重视消杀环节。 更衣室外黄底蓝字的消

毒告示尤其醒目，上面标有 “今日已消

毒”、 消毒负责人、 消毒日期及消毒时

间，并配上穿着防护服人员的照片。

原本东体每个更衣室配备一位工

作人员专职进行消杀工作，现在则增加

为两人， 四个更衣室需增加四名人手。

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到 “一客一消杀 ”

———泳客用完更衣柜后立即清洁消杀

相关设施，整体消杀工作也从一天一次

（21 时至 22 时）增至一天三次（8 时至 9

时、12 时至 13 时、21 时至 22 时）。

从 2011 年东体游泳馆对外开放以

来，谭玉红就开始负责女更衣室的消杀

工作。 已在这里工作九年的她对工作的

流程早已熟记于心，今年工作量成倍上

升令她感受到了更大的责任 ，“泳客们

进更衣室后一直问我：‘更衣柜擦过了

吗？ ’今年确实很特别，我们必须对泳客

的健康负责。 ”

“二码合一”方便泳客入场

今年上海市体育局推出 “二码合

一”功能，让“随申码”与“泳客健康承诺

卡”的二维码互认互通。 按原本流程，市

民前往游泳场馆需出示“随申码”，现场

测量体温，查看预约证明，还须出示“泳

客健康承诺卡”，并人工填报登记。 落实

“二码合一”后，申城泳客只需在首次入

场前通过微信填写“泳客健康承诺卡”，

入场时手机出示“随申码”，场馆工作人

员则通过授权管理员身份在“上海游泳

健身”后台查验，仅用几秒便可扫码入

场。

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正是截至 7

月底上海使用 “二码合一 ” 验证次数

排名第一的游泳场所 。 都亚兰表示 ，

为了实现 “二码合一”， 东体游泳馆在

人力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投入 ，

不仅购置多台顶配 iPad 以便泳客更快

通过， 场馆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更

是成倍增长。

毛医生原本在东体游泳馆负责处

理泳客的急救工作 ， 如今又增添了引

导泳客使用电子 “泳客健康承诺卡 ”

的任务。 在服务台处 ， 毛医生耐心指

导着首次前来的泳客如何一步步填写

电子承诺卡， 对于使用智能手机不熟

练的老年泳客 ， 她有时还亲自为他们

操作 。 其实无论是行政人员 、 保安 ，

还是教练和救生员 ， 所有场馆工作人

员都已熟练使用电子承诺卡 ， 必要时

全员出动做指导工作 。 “我们对全部

工作人员都进行了使用电子承诺卡的

专门培训， 我们都会了 ， 才能更好地

教泳客们使用， 以便快速通过。” 都亚

兰表示， 虽然工作量增加了 ， 但为了

大家能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中得到

更好的运动体验， 这些工作必不可少。

创新智慧系统提升管理效率

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确保泳

客的安全，并提高场馆使用效率 ，东体

受益于去年投入使用的“智慧场馆公众

订场管理系统”。

通过该系统，泳客只需在微信公众

号平台购票， 填报包括日期、 时长、性

别、人数等要素，支付完成后即可到现

场机器处取票。 机器打印出的不是普通

纸质泳票，而是智能手环。 手环能帮助

泳客完成一套标准化流程，减去了原本

取拿更衣箱钥匙、补费等人为操作的流

程。 泳客从进场、选择空置的更衣箱，到

运动完离开， 如果超过时长直接补费，

一系列操作全部通过扫描手环上的二

维码自助完成。 这套智能管理系统不仅

大大减少顾客与工作人员的面对面接

触，也将工作人员从机械重复的工作流

程中解放出来，有充分的时间为泳客提

供更多咨询服务。

今年全民健身日，东方体育中心成

功实现除篮球项目外的全部公众开放

项目线上预约。 其中，游泳项目线上预

约制为今年新增， 自 8 月 6 日早上 10

时开放预约通道后 ， 室内游泳馆名额

全部 “秒” 光。 在保证人均游泳面积在

每 5 平方米一人的防控要求下 ，“玉兰

桥”室内游泳馆和“月亮湾 ” 室外跳水

池共开放七个时段、2750 个名额。

■本报记者 谷苗

曾经空置荒废的老厂房变身运动空间， 屋顶被改造为足球场和网球场。

全民健身日， 两位小朋友在东方体育中心 “月亮湾” 泳池边玩耍。 均本报记者陈龙摄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维斯塔潘打破奔驰垄断

F1在银石赛道迎70周年纪念赛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疫情对于

F1 的影响仍在继续 ， 迟迟无法公布

的亚洲赛季赛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

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中， 一级方

程式运动迎来重要时刻。 继月初的英

国大奖赛后， 又一场分站赛于上周末

在英国银石赛道举行， 取名则为 “70

周年纪念赛”。 在这场有着特殊意义

的分站赛中， 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既非

本土作战的奔驰车手汉密尔顿， 亦非

与其瓜分了本赛季前四站冠军的队友

博塔斯， 而是红牛车手维斯塔潘。

起步阶段， 维斯塔潘就迅速超越

赛点车手霍肯伯格升至第三位， 向身

前的两位奔驰车手发起冲击。 糟糕的

轮胎状况让博塔斯与汉密尔顿在面对

维斯塔潘的挑战时有些力不从心。 直

至第 27 圈 ， 维斯塔潘超越博塔斯 ，

确立领先地位。 较晚进站的策略保证

了维斯塔潘在决胜阶段的轮胎优势，

荷兰人以逾 11 秒的优势最终登顶 ，

汉密尔顿与博塔斯则分列二、 三位。

尽管未能延续连胜势头， 汉密尔

顿仍凭借本站亚军， 成为本赛季首位

积分破百的车手 （107 分 ）， 而维斯

塔潘则以 77 分反超博塔斯 4 分， 占

据车手榜次席。 车队积分榜上， 奔驰

车队依旧毫无悬念地位列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