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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集中开放
假期校园成为周边市民“乐土”

7月4日晚7点半左右，离学校室外体育场地关闭
还有半个小时，青岛沧口学校东门处仍有不少市民在
登记入校。“今天是暑假校园体育场地集中开放的第
一天，人很多，估计一晚上得有 100 多人登记入校。”
学校保安指着桌子上的一叠《使用室外学校体育场
地健身承诺书》对记者说。据悉，《使用室外学校体
育场地健身承诺书》由市教育局统一制定，对入校人
员行为提出了规范要求，如健身期间遵守社会公德，
不乱扔垃圾，不随便吐痰，严禁吸烟，严禁打架斗殴，
严禁进入非开放区域；爱护公物，严禁有损运动设施
及公物行为；不得驾驶机动车、骑自行车、使用各类滑
板车及平衡车进入场地，不得携带宠物进入场地等。

在校门口，记者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提交了个
人姓名、手机号、身份证、紧急联系人电话等信息，签
订承诺书，便完成了入校流程的登记备案，整个过程
用时约1分钟。走进校园，记者看到，操场上锻炼、休
闲的人群覆盖了上到老年下至幼儿的各个年龄段，散
步、踢球、嬉戏，不亦乐乎。“孩子们喜欢踢足球，小区
周边没有特别合适的场地，学校操场的开放正好解决
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大人来说，利用休闲时间
来里面跑跑步，活动量不大，也能起到不错的锻炼效
果。”市民刘先生为学校的体育场地开放点赞。

同一时间段，城阳区天泰城学校的运动场也是人
气颇高。该学校地处城阳区南部，紧邻李沧区，周边
有天泰城·以琳美地、中铁华胥美邦、珑樾尚璟等多个
小区。由于附近公共运动场地相对缺乏，学校的运
动场便成为市民的首选。据天泰城学校总务主任王
欣介绍，自中考结束以来，到学校运动场锻炼的市民
越来越多，高峰时段能达到七八百人次。“暑假期间，
学校的足球队、轮滑队、篮球队等要利用白天时间训
练，因此上午时段不开放。集中开放时间是晚上7点
到9点，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但市民入校锻炼热情
特别高。”王欣介绍。

市民的健身热情高涨，部分学校甚至成为热门打
卡点，如市南区的青岛五十一中、李沧区的枣山小学、
崂山区的合肥路小学、城阳区的白云山学校等，每天
的入校人员都稳定在三四百人次。

从暑期校园的热闹程度可以看出，“学校体育场
地开放”这件事做到了市民的心坎上。据了解，为了
回应民生关切，满足更多市民健身锻炼的需求，各区
市都将校园场地开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民心
项目推进，创新做法，寻求突破。

在市南区，体育场地开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一项
常态化工作。市南区学校占地面积普遍较小，教学区
与体育场地多紧密相连。该区投入上百万元对学校

场地进行了改造，如增置单独通道、加装物理隔离、设
置独立卫生间等。今年暑假，该区特意将学校场地开
放时间调整为每天 6：00-20：00。即便是暑假有托管
任务的学校，也尽量保证居民可以入校锻炼，将开放
时间定为6:00-8:00、18:00-20:00。

李沧区近年来新建学校较多，很多学校在最初设
计时就考虑到向市民开放的需求，因此学校教学区
与体育场地在空间上有一定的隔离。学校在体育场
地开放时也尽量满足市民的多样化健身需求，如东
川路小学在校园内配备的运动设备，不仅可以计数，
还可以实时显示消耗了多少卡路里；李村小学与滨
河路社区联合举办了社区趣味运动会，丰富体育场
地开放形式，引导市民、孩子把锻炼当成一种日常生
活方式。

崂山区今年创新性地将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信
息融入全民健身网络信息平台“健享崂山”小程序
中。市民在小程序内，就可以查询场地开放时间和导
航路线，方便又快捷。

摸着石头过河
让“沉睡”资源“活”起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性健身需求日益高
涨。但专业化体育场地不足，市民“去哪儿健身”仍是
大部分城市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学校体育场地的开
放，让百姓家门口“沉睡”的体育场地“活”起来，提高
了资源利用效率，回应了民生关切，更推动了全民健
身事业的发展。

2016年完成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各类学校的体育场地共有66万个，占全国体
育场地总量的39%；在19.3亿平方米的全国体育场地
总面积中，学校体育场地的面积达10.56亿平方米，占
比超过了一半。从类型上看，中小学拥有体育场地
58.49 万个，占所有学校体育场地总数的 89%。这虽
然是一组比较“老”的数据，但也说明校园体育场地在
全国体育场地中“难以撼动”的地位。

早在2017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就联合印发
了《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
见》。2019 年 7 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发布
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也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我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率要超过
70%和90%。

青岛关于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尝试则更早。
2004年，青岛经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联合
发文确定了15所学校向社会开放。当时，市南区、市
北区、原四方区教育（体）局曾发文，要求辖区中小学
试行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甚至开放图书馆、微机教
室等室内教育设施。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基于安全
和管理等方面原因，开放工作陷入停滞。

2012年，青岛各区市再度尝试探索开放学校体育
场地，不过，彼时也只有少数学校参与试行开放。
2015年，崂山区23所学校试点开放室外足球场、篮球
场、排球场、田径场地等学校体育设施。2016 年 1 月
1 日，李沧区在全市率先全面开放公办中小学操场，
当年入校锻炼居民达40余万人次。

同样是在 2016 年，在总结各区市学校体育场地

开放经验，借鉴南京、杭州和广州等城市以政府名义
出台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印发青岛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公众开
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各部门职责分工、场地设
施条件、开放费用、开放安排等作了界定。至此，青岛
有了全市层面的校园体育场地指导性文件。2019年，
市教育局印发《青岛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
放工作指南》，指导学校做好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的
工作。

这些文件都是总结经验教训后的“对症下药”，相
当于对此前因开放带来的安全问题、责任问题，以及
未明确的场地开放时间等问题做了梳理和规范。如
开放的体育场地设施须与教学区相对独立，可实现与
教学区物理隔离；要办理公众责任险；学校体育场地
设施开放时间原则上为学生不在校期间等。

今年4月份，青岛市教育局发布《青岛市教育局关
于青岛市中小学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通
知》，除了延续以往规定外，明确全市具备对外开放条
件的中小学室外体育场地“能开尽开”。但也根据形
势变化增加了新内容，如“有托管班任务或有教育教
学活动的学校不对外开放”等。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保障正常教育教学
以及学校其他各项工作秩序是开放的前提。一系列
文件的出台让青岛的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制度、规章
更完善，学校也更加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家都是
在循序渐进中摸索经验，既然做了，就要把这项便民利
民的举措落实好。”在各个开放的学校，这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区市情况不同、学校情况不同，学校体育场地
开放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刀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各个学校都在探索用更适切、更
完善的办法，来更好推动学校体育场地开放。

问题也不少
开得好开得久还要下功夫

当越来越多的校园向市民打开大门，到学校运动
场上健身就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不过，应该看到，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学校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都
是公益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开放过程中难免产生
一定的损耗，维护维修、人员管理、场地绿化、校园保
洁、安全保护等都增加了学校的办学成本支出。青岛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篮球场的
篮筐较标准篮筐要低一些，成年人在此玩扣篮很容易，
就比较受欢迎。但开放不到一个月，篮筐就坏了。”还
有学校负责人表示，早上和晚上场地对外开放时，学校
需要加派物业、保安人员到现场照看，无形中增加了人
力成本。

再比如，入校锻炼的市民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和
临时性，这也增加了学校的管理难度。有的学校曾
遇到过市民带着宠物、光着膀子入校且不听劝阻的
情况，或者学校体育队训练要开始了，而市民不愿意
退场……“这都是一些个别情况，但处理起来需要花
费一定的时间，处理不好甚至还会引来投诉，也会打
击学校开放的积极性。”

此外，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后，有市民清晨入校打
篮球等产生较大噪声，影响了周边其他居民休息，也
会招致“反对开放的声音”。

另外一方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前不少学校
因为假期校舍维修等原因不能开放，而现在不少学校
之所以“冷清”，是因为“虽然开放了，但市民不愿来”。
城阳区长城路小学位于城阳区繁华地段，周边居民区
密集，但校园体育场地开放却遭“冷遇”，每天进入该学
校锻炼的市民只有10人左右。究其原因，学校附近有
世纪公园、市民运动公园等公共运动场地，公园内有跑
道、笼式足球场、篮球场等设施，校外的体育锻炼场地、
器材等明显比学校丰富，学校就不再是市民的“最优
选”。市区西部老城区的一所学校也面临同样问题，
该校校长告诉记者，“学校体育场地有限，面积小、设
施不全，而学校离海边近，周边还有供市民锻炼的广
场，就没大有市民愿意来学校锻炼了。”

有的市民即便知道家门口的学校室外体育场地
开放，也宁愿选择更远的公共体育场地锻炼。“学校跑
道是橡胶的，跑起来脚感确实好一些。但 10 公里下
来，要跑30多圈，感觉很枯燥。而且跑道上遛弯的人
很多，也跑不起来，配速就会下降。”家住李沧的市民
韩先生平时喜欢跑步，到学校操场尝试过几次后，最
终“回归”了校外场地。

青岛学校体育场地开放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一
些共性的问题。国内其他城市的做法或许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杭州市每年补助每所开放体育场地的
学校5万元用于相关管理人员的成本支出，同时将体
育场地设施设备日常更新维护纳入学校预算。无锡
实行学校体育场馆“管理外包”，政府牵头由第三方
提供专业的服务管理，向健身市民收取低于市场价的
费用。

部分城市也在推进学校体育场地数字化系统建
设。上海金山区推出了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信
息化管理系统，方便市民查询家门口的健身资源。
管理部门也能通过该系统获得体育场地开放使用
的相关数据，并定期对数据开展统计分析，从而不
断完善学校软件、硬件建设，开展更有效的场地管
理。深圳搭建了“一键预约”平台，组建第三方运营
团队，对校园文体设施进行专业化、一体化运营，在
提高设施使用效率、提升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降低
了管养成本、剥离了安全责任，消除了场馆所有者的
后顾之忧。

日本早在 1962年就开始制定学校体育设施向社
会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到 1989 年，日本 99%的市
镇村开放了公立学校的体育设施。美国历来重视学
校体育教育，多数学校都配备有完善的体育设施。全
美学校体育设施不仅能满足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之用，
许多还向社会开放，开放时间一般为工作日的下午5点
至晚上10点和周六、周日全天。

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容易，可要想开得好、
开得久也并非一日之功，还需要下一番功夫。有业内
人士建议，要逐渐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学校主
动、各方支持的有利局面；要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教
育、体育、民政、财政、税收和公安等部门联动机制，从
各项政策上给予学校优惠和支持，彻底打消学校方面
存在的顾虑；要认真总结经验，审慎务实、开拓创新，
用制度为之保驾护航，用行动把好事办好、办实。

今年暑假，青岛指导全市中小学按照“能开尽开”原则，为周边市民体育锻炼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如何
破解学校在运行管理、成本增加等方面难题，包括青岛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在不断探索——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如何更好实现“双向奔赴”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世锋 实习生 张雨诺

7月初，随着暑假开始，青岛合
肥路小学的操场上也变得热闹起来，

周边小区居民纷纷走进“家门口”的学校，
享受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

今年 6 月底市教育局公布的名单显
示，全市10个区市共有600多所中小学将在周

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开放室外体育场地，约占全市
中小学数量的六成。其中，市南、市北、李沧、崂山校园
场地开放中小学数量占辖区内全部公办中小学数量
的90%以上。

青岛的中小学体育场地开放探索起步较早，一
直在摸索中创新、改进、完善，形成了一定的经验，也
依旧面临办学成本增加、管理难度加大等共性问题。
如何让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这项利民之举长久持续下
去，在市民与学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双向奔赴”？
仍然要在实践当中下一番功夫。

■青岛东川路小学的开放，为周边孩子提供了踢球的好去处。
本版摄影 韩 星

■下左：青岛合肥路小学操
场上，一位小女孩正在挥舞彩带。

■下右：开放的校园运动场
成为全家人的乐园。

■左图：随着暑
期学校运动场地的开
放，青岛部分校园迎
来了“大客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