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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场地设施建设 推进“互联网 +健身”

线上线下结合 全民健身助推体育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杨 征

一个时期以来， 体育相关话题
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9 月 2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我
国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随
着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日益增
多， 这其中就包括体育健身和体育
消费等。顺应群众需求，加强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 既能增强人民体
质， 也有利于撬动健康产业发展和
促进消费扩大。

除了要求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 会议还强调要推进“互联
网+健身”， 丰富线上线下结合的全
民体育活动， 支持线上运动平台发
展， 带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居家健
身和网络赛事活动，拉动相关消费。

多元化建设场地

会议明确， 一要重点建设好群
众身边的健身设施。 各地要制定公
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用地、建
筑目录， 盘活空闲地、 边角地等资
源，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
面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运动场、体
育公园、健身步道、球场等。

二要简化健身设施建设审批，
新建居住小区要按规定配建健身设
施， 并与住宅同步规划、 建设和交
付；既有小区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统筹建设健身设施。

三要加强政策协同， 支持社会
力量参与。 各地可在符合相关规划
前提下， 以租赁方式向社会力量供
地， 健身设施建成开放达到约定条
件和年限后可协议出让。 充分挖潜
利用城市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推动
进一步向社会开放。 培育社会体育
指导专业人才。 推进“互联网+健
身”，丰富线上线下结合的全民体育
活动，支持线上运动平台发展，带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居家健身和网络
赛事活动，拉动相关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建设” 同样也受到全国政
协委员的关注。 5月 8 日，全国政协
在京召开的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
上，大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民健身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得到明显

改善。 但与人民群众“爆发式”增长
的健身需求相比， 场地设施总量不
足、分布不均、利用不充分等矛盾依
然突出，“去哪儿健身” 仍是亟待解
决的难题。

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在“十四
五” 规划和健康中国建设指标框架
中， 要把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多建群众身边
的健身场地设施。 要落实“多规合
一”，加强资源整合，充分利用公园
绿地、城市疏解腾退空间、老旧厂房
等“金角银边” 建设嵌入式体育设
施，打造以人为本、亲民便民、形式
多样的“15分钟健身圈”。 要创新大
型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完善学校、社
区、 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设施管理
和收费等配套政策， 鼓励现有场馆
有序向社会开放， 破解资源闲置问
题。 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
用，鼓励市场主体开发、改造、管理、
利用运动设施。 要大力发展“互联
网+体育”“康养+体育”“体育+旅
游”等新模式，鼓励各地依托优势资
源打造特色健身项目， 探索多元化
健身场景。

云健身刺激消费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 人们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普遍选择居家、
避免前往公共场所活动。 宅在家里
虽然安全， 但对一些健身爱好者来
说，由于健身房、体育场关闭，不能
前往专业运动场地健身便成了一种
无奈之举。

为了释放运动热情， 在线下运
动遭遇瓶颈的情况下， 线上云健身
模式开始风靡。人们的健身环境、健
身方式也在新的场景下悄然改变，
小型化、“便利店化” 的健身房模式
正大幅降低健身的门槛。

小团课、 自研内容、 单品工作
室……新型健身房不仅改变了传统
预付费的模式，更移动、智能、轻便，
还叠加了社交、电商等属性，提高了
全民参与的热度。在疫情防控期间，
不少依托于互联网的云健身平台作
出新尝试，包括超级猩猩、乐刻等在
内的健身平台均推出“互联网+”模
式，多种线上直播课程供网友选择，
重塑了健身经济的形态， 新模式让
随时健身不再遥远。

阿里文娱旗下阿里体育联合优

酷少儿发起了“在家也能上的体育
课”项目。该项目联合国内体育科研
机构、 运动明星、 体育培训机构等
100 多家合作伙伴推出体育课，持
续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运动健康服
务。

“之前在健身房办理了上万元
的健身卡，疫情后健身房‘跑路’了。
自从在互联网平台报了健身课程以
后，报一次学一次，按次收费，而且
还有瑜伽、杠铃、拳击等数十种课程
的内容供选择。”陕西渭南的刘先生
是“互联网+健身”模式健身房的忠
实用户。每次上完课，把合照发到朋
友圈打卡便成了他每日的必选动
作。

为加强对市民居家健身的科学
指导，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在
防疫期间开展“居家健身动起来”科
学健身方法公益推广活动， 鼓励体
育专业人士、健身专家、社会体育指
导员等发挥自身专业特长， 分享简
便易行、科学有效、适于居家练习的
科学健身方法，通过“北京健身汇”
“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等微博、
微信公众号和优酷等平台向市民发
布，推广武术、健美操、瑜伽、空竹、
花棍等健身方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居民健身意识的觉醒，“云健身”这
种新形态近年来逐渐风行。 观察运
动健身 App 的未来发展趋势，无论
是通过数据表现还是各大资本的态
度， 都可以看出在互联网智能健身
还远没到发展的巅峰期。 全民健身
理念的不断推动、 健身人群的不断
扩大、 智能健身软硬件使用人数占
比的快速提高， 这些都是健身 App
持续走热的关键因素。

河南多地街头出现了以“互联
网+健身房” 为经营模式的健身门
店。记者在一些门店了解到，用户需
事先在软件上支付押金成为会员
后， 就可以线上预约单次的团课或
私教， 并凭借软件内生成的二维码
刷码进入线下门店。 健身房内健身
器械的使用采用按时计费的收费方
式，不论是线上约课还是按时计费，
所有的费用均透明公开。 在软件系
统上， 用户还可根据体验感受对教
练进行评价。

正在健身的张女士说：“我因为
工作忙，健身的时间不固定，现在根
据自身的锻炼周期选择健身消费模
式， 感觉比办理年卡的方式划算很
多。 ”健身门店马教练告诉记者，相

比于传统健身房的收费模式， 按次
收费的新型消费方式降低了健身的
门槛， 用户不用负担动辄上千元的
年卡费或者高昂的私教费用， 并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课程。 同
时， 避免了办卡充值后传统健身房

“跑路”、用户维权无门的风险。对于
健身时间不固定、 频次低的用户而
言，互联网健身房因其支付灵活、价
格优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地处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体育
馆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台运动场馆
预约机， 机器采用了自治区全民健
身服务中心自主研发的运动场地预
约程序， 群众可通过该平台根据个
人的实际需要自助完成运动场地的
预约和交费。 中心在内蒙古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平台开设了场馆预订、
场馆订单、赛事活动、赛事预订等服
务项目。 据了解，目前该平台拥有 6
万固定用户， 每年通过平台参与健
身的人群达到 15万人次。 自此，自
治区全民健身服务中心用一系列举
措推进群众体育生活化和全民健身
信息化，以“互联网+全民健身”的形
式让群众锻炼便捷化。

多举措推动健身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在全国各地
广泛开展， 健康生活理念逐渐深入
人心。 一份体育消费大数据报告显
示，我国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今
年 1 至 5月， 体育零售销售同比增
长 152%，健身器械、跑步机等居家
运动器械增幅明显， 分别同比增长
280.6%、179%。

今年 5月，河南省颁布的《健康
中原行动 2020年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支持各地充分利用城市公园、河
湖岸边等空间， 配建公共体育健身
设施。通过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不断改善群众的健身条件。 记者在
调查中了解到， 河南省在全民健身
上总投入超过 20亿元，共建设全民
健身综合馆、 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等
健身设施 2 万余处。 今年任务按计
划完成以后， 河南省的所有乡镇行
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将实现全覆盖，
所有的城市社区都将建成“15 分钟
健身圈”。

为了有序推进全民健身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贵州省仅 2019 年
上半年就支出 2.27 亿元用于足球
场、 全民健身中心等各类体育设施
建设； 实施 60 个乡镇农体工程、

400 个村级农体工程、260 个路径
工程以及 220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工程； 启动 150 公里绿色步道
和 6 个老年体育活动中心建设工
作。

日前， 福建省体育局联合全省
体育服务业企业重磅推出“乐动八
闽———福建省健身消费季”，面向全
省人民发放 1600 万元的体育消费
券， 消费者领券之后在规定时间范
围内用于购买线下商家场馆为支持
体育消费， 入驻支付宝口碑平台发
布商品及团购套餐使用， 消费者下
单消费直接抵扣。 消费券涉及范围
极大，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台
球、壁球、保龄球、游泳、健身、水上
运动、击剑、射箭、滑冰、蹦床、攀岩、
瑜伽、舞蹈，凡是涉及体育服务项目
非实际产品类目都可以消费。此外，
为了更好围绕主题活动， 福建省体
育局还在阿里平台线上搭建专场，
设立“运动健身直播分享课程”“打
卡网红运动健身”等专题栏目，通过
1 元体验课程、9.9 元爆款权益、限
时秒杀等优惠权益和阿里全方位直
播体系，以直播方式同步带货，促进
线上、线下运动消费。

为加快促进体育消费， 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四川成都在财政
安排补贴资金 2 亿元的基础上，鼓
励商家和平台企业让利优惠， 近期
陆续发放超过 2 亿元的消费券，以

“畅游成都旅游消费季” 为主题，
聚焦民俗旅游 、乡村旅游 、文博
旅游、文化遗产观光 、休闲运动、
酒吧演艺、夜游夜宵等行业业态，鼓
励旅游、住宿、文创、娱乐、体育、餐
饮、 百货行业符合条件的商户积极
参与。

有关专家呼吁相关部门积极发
挥作用，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 不断挖掘和激发体育消
费潜力， 全面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
质量和效益， 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体
育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专家表示， 全民健身是社会公
众参与体育最广泛、最直接的领域，
是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
支撑， 同时还是促进体育消费和发
展体育产业的重要基础。 体育健身
运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能够起到拉
动市场、扩大就业、联动产业以及提
高劳动人员综合素质等作用。 大力
推广全民健身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
续繁荣和增长， 提升国民经济的增
长速度和增长潜力。

当前， 随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不
断提升以及对健康生
活的重视， 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已经逐渐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人
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
需求日益增长， 体育
已经从公共服务领域
向个性化消费领域不
断扩展。 9月 23 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强调， 要重点建设好
群众身边的健身设
施，推进“互联网+健
身”，丰富线上线下结
合的全民体育活动。

‘‘

把健身设施
建在群众身边
●各地要制定公布可用于
建设健身设施的用地、建筑
目录，盘活空闲地、边角地
等资源， 规划建设贴近社
区、方便可达、面向公众开
放的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
园、健身步道、球场等。
●要简化健身设施建设审
批，新建居住小区要按规定
配建健身设施，并与住宅同
步规划、建设和交付；既有
小区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统筹建设健身设施。

10 月 11 日，
江苏省第八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拔河比
赛在连云港举行。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
中， 来自南京、徐
州、苏州、南通、连
云港等地的 6 支代
表队参加了角逐。
图为参赛队在拔河
比赛中。
CNSPHOTO提供

为期两天的 2020中国婚博会日前在京举办，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京城首次婚嫁大展，标志着停摆了许久的
婚嫁市场开始复苏。 婚博会汇聚了国内外一线品牌、相关结婚行业知名品牌共计上千款产品。 CNSPHOT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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