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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本报记者 刘兵

体育场地设施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的坚

实基础。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 2023年

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全国体育场地

达 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 40亿

平方米，达 40.71 亿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为 2.89平方米。

近年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长迅

速，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一定

程度缓解。不过，在全国体育场地建设取得

长足进步的同时，我国仍存在各地区和城乡

体育场地资源不均衡、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

不足、部分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不充分等短

板。要进一步解决健身场地制约性问题，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身需求，亟

待盘活各方资源，形成合力。

体育场地增长迅速

近日，2024 年“村超”总决赛阶段的比赛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开赛，比赛将持续

至 5 月 25 日。据悉，从去年开始火爆出圈的

“村超”在今年全新升级后，吸引着更多草根

球队参赛，也有更多球迷前去现场观赛。

在乡村公共活动场地配置球场，在城市

的社区街巷中“挤出”空间添置健身设施，让

废弃矿区和仓库“变身”体育公园……近年来

体育场地设施的大量增加，为人民群众健身

锻炼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

蓬勃发展。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相比 2022 年，2023
年全国体育场地增加了 36.59 万个，增幅为

8.7%；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 0.27 平方

米，增幅超过 10%。

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近年

来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快速增加，成绩

喜人。2019 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

突破 2平方米大关，2023年达 2.89平方米，增

幅近四成；健身步道 2023 年达到 37.1 万公

里，比 2019年增长了 107%。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

长鲍明晓看来，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89
平方米这一成绩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差

距，但已提前完成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提出的“至

202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

的目标。“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体育场地在

战略政策支持、场地设施开发建设等方面发

展迅速，成绩显著。”

场地设施仍存短板

虽然近年来我国体育场地设施不断丰

富，但在场地设施的配给和利用方面仍然存

在不少短板，这些短板制约着全民健身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米靖认为，当下公共

体育设施配置水平城乡差距明显，城镇多而

乡村少。“受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等因素制

约，公共体育设施在乡村地区往往室外较多，

室内场地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

展程度不同，各地体育场地资源相差较大，东

部地区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即便在同一个

城市，不同区域也存在较大差别。

其次，目前我国体育场地资源类型结构

不甚合理。位居 2023年体育场地数量前 3位

的分别是篮球场、全民健身路径、乒乓球场

地，均达 100万个以上，占据体育场地总数的

70%。而近年来群众参与意愿较强的游泳、

网球、冰雪运动等场地设施，数量仍明显偏

少。除去乒羽和“三大球”，其他球类场地比

例甚至不足球类场地的 5%。

共享不充分、部分场地设施对外开放

不 足 ，也 是 当 前 健 身 场 地 资 源 的 一 大 短

板。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分

布呈现出“教育系统和政府事业单位多，居

民区少”的特点。事业单位、机关、企业的

体育场地面积约占总量的 60%以上。而这

些场所的体育设施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与

群众要求显然存在距离。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老旧小区、城市

郊区的体育设施功能不全，体育器材的适老

化程度不够，体育设施类型过于单调等短板，

也导致部分群众的全民健身参与度与满意度

较低。

盘活资源至关重要

从国家体育总局此次公布的最新调查数

据来看，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场地与行政村体

育场地设施覆盖率已接近 100%。在鲍明晓

看来，目前体育场地的配给已进入新阶段，

“应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身需求，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要从以往的‘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在转变过程中，盘活各方资源是

关键”。

鲍明晓认为，在体育场地设施已相对

充足的地区，今后应促进场地设施的精准

化供给。不同年龄段、兴趣和身体状况的

人群，对于健身设施的需求存在差异，需

要根据这些差异进行精准供给。“应继续

充分利用城市和社区的‘边角料’地带，在

有限的空间里尽量满足人们多元化的健身

要求。”

促进高校和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资源的

进一步开放，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居民健身场

地不足的痛点。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

忠云表示：“大学体育场地设施相对丰富，但

在学校的非教学时段以及寒暑假并没有得到

有效利用。”陈忠云建言，高校应引入社会机

构运营，在保障校园秩序的同时逐步开放校

园内的体育场地。

由于乡村和城市在体育场地资源上的差

距突出，业内专家预测今后一段时期相关部

门将在乡村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和供给上着

力。“今后可以在乡村引入更多体育赛事活

动，通过赛事引导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和高

效化利用。”米靖告诉记者。

声 音G

2023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出炉，总量和人均面积均有明显提升——

从从““有没有有没有””转向转向““好不好好不好””

本报记者 朱亚男

近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落下帷幕，

国乒包揽了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冠

军。捷报频传的同时，针对近期比

赛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乒乓

球队教练组决定对女队巴黎奥运会

参赛选拔办法进行优化，重点考核

运动员对阵外协会选手的战绩。

据介绍，此次国乒女队优化奥

运参赛选拔办法，最重要变化就是

将 5 月 1 日开始的 WTT 沙特大满

贯赛成绩纳入考核范围。按照新的

选拔办法，国乒女队在今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WTT 仁川冠军

赛、国际乒联世界杯、WTT 沙特大

满贯赛等几项重要赛事中，提升对

队伍参赛运动员与其他协会选手交

手成绩的考核程度。

此外，国乒教练组还将综合考

量 2023 年 5 月《乒乓球项目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参赛选拔办法》发布后

运动员对阵外协会选手的战绩。具

体来说，就是自去年德班世乒赛开

始，在国际比赛中输掉 5 场对外协

会选手比赛的运动员，其巴黎奥运

会单打竞争资格将由教练组收回进

行综合评定。女队的奥运参赛选拔

截止时间调整为沙特大满贯赛结束

后的 5 月 14 日，延长考核时间有利

于进一步考察运动员对其他协会选

手比赛的竞技状态。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李隼对女

队奥运选拔新规进行了解读，表示

选拔办法优化主要体现在“考量运

动员对外协会选手尤其是主要竞争

对手的战绩方面”。

巴黎奥运周期，国际乒坛有越

来越多的高水平球员涌现，给中国

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今年

2 月结束的釜山世乒赛团体赛上，

虽然中国男、女两队最终都登顶冠

军，但过程都有不少波折。

女团决赛面对老对手日本队时，中国女队一度总比分1比

2落后。这是日本女乒第一次在世界顶级赛事的决赛中与国

乒鏖战到决胜局。日本女乒的世乒赛团体决赛出场阵容是一

老带二新，也是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阵容。其中，早田希娜

和平野美宇都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比赛。决胜场，15

岁的张本美和也给陈梦带去了不小挑战，陈梦赢得并不轻松。

除了日本队，中国女队在釜山世乒赛的其他比赛中也并

非顺风顺水——小组赛第一场便遭遇到印度队的强有力挑

战。面对全员“怪拍”的印度队，孙颖莎和王艺迪先后失利，王

曼昱两度挺身而出，才帮助中国队以 3比 2战胜对手。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便是巴黎奥运会的东道主法国

队，法国男乒继 1997 年后再次闯入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女队

更是时隔 33年再次获得世乒赛奖牌。坐拥主场之利，拥有勒

布伦兄弟、西蒙、袁嘉楠等一众好手的法国队，在奥运会时肯

定会给国乒带来更多挑战。

李隼表示，在釜山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女队碰到了困

难，尤其是此前的奥运会选拔办法对排兵布阵的局限性，也给

队伍敲响了警钟。“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及时优化调整，将会为

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埋下隐患。本次优化调整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选出最强阵容，圆满完成巴黎奥运会参赛任务。”

作为巴黎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虽然国乒在釜山世乒赛

和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中都包揽了冠军，但球队要想在巴

黎奥运会上全胜而归，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李隼表示：“希望

女队以此次选拔办法优化为契机，在后续比赛中磨炼自己，力

争能在巴黎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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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体育，是

刚刚落幕的两会热议话题之一。

代表委员们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提出

了“让孩子们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发挥

好体育中考导向作用”“鼓励优秀退役运动

员进校园任教”等一系列建议。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高志丹在谈到建设体育强国的重

点、难点时，多次提到“培养青少年良好素

质”“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深化体教

融合”等。

显而易见，没有广大青少年身心的强

健和对体育的热爱与深度参与，我们就不

足以奢谈体育强国。

引人注目的是，两会甫一落幕，教育部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 2024 年 3

月以“有效减少近视发生 共同守护光明未

来”为主题，开展第 8 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

教育月活动，明确要求中小学校每天统一

安排 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

此举是为了保护学生视力，但显然不

仅限于此。

3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不是什么新

鲜事。早在 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

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就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

度，每天上午统一安排 25~30分钟的大课间

体育活动。

但规定是规定，具体如何落实似乎缺少

刚性要求。于是，各个学校各显神通：以课

间操取代大课间体育活动者有之，对学生进

行“放养”者有之，或者干脆取消者亦有之。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消失的课间

10 分钟”亦成为社会焦点和教育痛点。全

国政协委员李国华一句“不能让这一代人

的童年回忆，就此停留在了厕所里”，让人

痛彻心扉，却直指残酷的现实。

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中小学里，不仅

有“消失的课间 10分钟”，还有“被生病的体

育老师”“三无七不的体育课”（即无难度、

无强度、无对抗，不出汗、不喘气、不脏衣、

不摔跤、不擦皮、不扭伤、不长跑）。学校体

育“温柔”至此，又何谈“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

中小学体育从不缺少各种规定、倡导，

缺的只是认真的落实、刚性的约束。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清华大学的“强制

体育”。

清华大学素以体育教育闻名于全国，

“无体育不清华”成为一种独特的校园文

化。清华大学学制由 5年变 4年，但体育必

修课却从 3年变为 4年；阳光长跑每周至少

3次；不会游泳不能毕业；女生跑 1500米、男

生 3000米是体育必测项目……清华大学的

这些规定都是强制性的。

强制体育不仅是制度强制，也是文化强

制、环境强制。强制性运动干预对学生体质

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有助于其养成终

身运动习惯，受益一生，并辐射社会。

清华强制体育的前身为“强迫运动”。

1931 年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

念刊》曾刊载《清华二十年来之体育》，对此

有详细解释：“即于每日下午四时后，将全

校各处寝室、自修室，以及图书馆、食品部

等处之大门一律关锁，使全体学生到户外

运动场，投其所好，从事运动……此法行至

民七体育馆已落成，体育课改为正课后为

止，是为清华强迫运动时期。”

“强迫运动”是真强迫，著名学者吴宓

和梁实秋，都曾因体育测试不过关而补考，

吴宓还因此延迟了毕业和留洋。

由害怕“强迫”，拒绝“强迫”到习惯“强

迫”，喜欢“强迫”，这就是“强制体育”的魅力。

面对现如今中小学体育开展的“温柔”

局面，来点“强制体育”如何？

比如体育纳入中考，对青少年体质健

康水平就起到了积极促进效应。教育部开

展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表明，初中三年级

和高中一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显优于

其他年级。

事实表明，这样的“强制体育”措施还

是太少了。让中小学体育早日告别“温

柔”，推行“强制体育”，正当其时。

来点“强制体育”如何

喜获四金

北京时间18日凌晨，2023~2024赛季短道

速滑世锦赛在荷兰鹿特丹落下帷幕。在个人

项目上，中国队林孝埈夺得男子 500米冠军，

孙龙在男子1500米项目中摘金。在随后的接

力比赛中，中国队连续获得混合 2000米接力

和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中国短道速滑队在

本次赛事中以4枚金牌收官。

点评：中国队本次比赛的总体表现令人满

意。本赛季，中国队表现有起伏，在适应国际

比赛节奏和战术制定方面存在不足。经过努

力调整，男队状态明显提升，女队实力则与国

际一流梯队有较大差距。赛季结束后，全队应

戒骄戒躁，尽快复盘，针对国际赛场的最新变

化及时调整。

包揽五冠

在 3月 17日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盟（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中，中国队王楚钦、

王曼昱分别战胜各自队友梁靖崑、王艺迪，斩

获男、女单打金牌。此前两日，中国队还有 3

枚双打金牌入账。至此，中国队在本次赛事收

获全部5个项目冠军。

点评：距离巴黎奥运会还剩 4个月时间，

国乒队员的竞技状态基本保持稳定，但也面

临着日韩等主要竞争对手的冲击。通过新加

坡大满贯等世乒联常规赛事，国乒一方面达

到奥运练兵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在为最终确

定巴黎奥运会参赛名单做准备。从现阶段来

看，国乒巴黎奥运会女单名额的竞争将非常

激烈。

名单出炉

近日，中国男足确定了前往新加坡参加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36强赛的26人名单。最

终，李可、李昂、赵博、李帅、谢文能等5人未能

进入出征名单。国足将于北京时间21日在客

场挑战新加坡队，这是国足新任主教练伊万科

维奇执教后的首场正式比赛。

点评：伊万科维奇对于亚洲足球包括中

国足球都非常熟悉，此次对战新加坡队，他

的排兵布阵将成为一大看点。新加坡队新

晋主教练小仓勉，有对阵亚洲其他球队的经

历，不容小觑。对阵实力一般的新加坡队，

国足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态稳定，发挥出应有

水平。

三度加冕

近日，2024世界羽联超级 1000全英公开

赛混合双打决赛在英国伯明翰进行。该项目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

直落两局，完胜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

纱，成功卫冕。这也是继 2019年和 2023年之

后，“雅思”组合第三次摘得全英公开赛混双

桂冠。

点评：本次比赛，“雅思”组合再次展现出

压制对手的强大实力，二人状态持续向好。

遗憾的是，混双冠军是国羽在此次全英公开

赛获得的唯一冠军。在其他项目上国羽战绩

不佳，这与选手伤病和状态波动有直接关

系。不过，对于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国羽而言，

危机也是生机。利用 4月亚锦赛、5月汤尤杯

等大赛机会尽快补齐短板，调整状态，国羽时

间紧迫。

（莫荞菲辑）

巴黎奥运会篮球和足球抽签仪式在即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单磊）随着巴黎奥运会的

脚步越来越近，各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本周将进行两个大项的抽签仪式，分别是北京时间

3 月 20 日的男、女篮球抽签，以及北京时间 3 月 21 日的

男、女足球抽签。

篮球的抽签仪式将在位于瑞士的国际篮联总部举

行，球迷可以通过国际篮联的社交媒体账户观看现场直

播，目前奥运会男篮比赛的 12个名额已经确定了 8席，剩

下的 4个将在 7月初的奥运资格赛中确定。女篮的 12个

名额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篮将参赛。抽签仪式将在巴

黎举行。

体 谈G

梅西香港行主办方出台退款方案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子江 韦骅）针对阿根廷球

星梅西 2 月在香港表演赛的未上场风波，比赛主办方

Tatler Asia18日宣布了补偿方案：通过官方渠道购买门票

的观众可以得到 50%的退款。

Tatler Asia通过官方网站发布的声明表示，退款程序

从 18日开始执行，从官方票务代理平台购票的观众将通

过订票时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收到相关的退款信息，但

必须在 4月 12日（含）前回复并接受 50%门票退款的条款

以及细则，才能最终收到退款。

声明还表示，从 Tatler Asia 直接购买门票的观众，包

括活动赞助商及合作伙伴的门票，将会由专责的客务经

理提供有关门票退款的详情。

斯诺克女子世锦赛白雨露夺冠

3月18日，浙江队球员盖利（中）在比赛中投篮。当日，在2023~2024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常规赛第45轮比赛中，浙江队客场106比99战胜青岛队。本赛季CBA常规赛
由上赛季42轮增至52轮，目前已进入争夺季后赛名额的最后阶段。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每场必争

近日，在广东东莞举行的2024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
赛决赛中，中国选手白雨露 6比 5战胜泰国选手努查鲁
特·旺哈鲁泰，夺得冠军。图为白雨露在颁奖仪式上与
奖杯合影。 新华社发（郑家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