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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入校严格管控

8月 3日晚 7点左右，距离青岛弘毅
中学体育场关闭还剩一个小时，仍有不
少市民正在校门处登记入校。

“校园开放已经一个月了，来锻炼健
身的市民越来越多，大家都能有序入校、
自觉登记。我们也回访了不少家长，征
得反馈意见，让校园开放尽善尽美。”学
校办公室副主任董在勇向记者介绍，为
满足广大群众的健身需求，弘毅中学积
极响应上级政策，向公众开放室外体育
场，“在开放体育场地的同时，还配备24
小时保安人员3名，每天安排1名老师轮
班、1名干部代班，为前来运动的市民提
供安全保障。”董在勇表示学校对入校人
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进入学校必须登
记信息，同时学校对卫生和吸烟问题严
加把控，不仅方便学校管理，也是对每一
位到学校健身的市民负责。因为大多数
市民对校园情况不熟悉，为减少安全隐
患，学校增设了大量安全以及指引标志，
并完善了学校简介栏。为指引市民安全
使用室外体育场地提供的篮球架、单双
杠、乒乓球台等设施，学校在器械上贴上
安全指示，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维
护，让民众放心、舒心锻炼。

周边有多个居民区的青岛基隆路小
学，今年暑假迎来了市民健身热潮。学
校积极响应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
放要求，开放校园场地，同时为迎接市民
的到来，充分做好后勤保障。“包括定期
对器械进行排查、校园卫生清理等，做到
安全卫生无死角。”副校长吴德辉向记者
介绍，“凡是入校的居民，都要出示相关
证件，做好登记并签订承诺书。校园开
放期间我们会派专人进行巡视。”记者了
解到，基隆路小学从早上 6 点开放到晚
上8点，每天配备保安24小时巡查，值班
教师和传达安保人员配合进行入校登
记，为入校活动的人员保驾护航。“学校
还成立了校园开放管理群，值班干部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争取让市民运动
得安心、舒心。”吴德辉说。

解决市民“方便”问题

如何提高市民在校园健身的体验
感？学校把市民的需要想在了前面。“夏
天运动健身，卫生间必不可少。”青岛弘
毅中学办公室副主任董在勇把学校东操

场的几间“白色小屋”指给记者看，这是
学校专门设置的移动卫生间，给锻炼的
市民使用。

在青岛枣山小学，教学楼的一楼对
入校市民开放。学校办公室主任刘京勋
表示：“枣山小学有两个主要建筑，分别
为综合教学楼和食堂体育馆。自从校园
操场开放以来，学校向社区居民开放了
食堂体育馆一楼的卫生间，方便来健身
的市民使用。”

“周末时人格外多，有的家庭是一家
老小一起来运动。”董在勇介绍，为了让
市民在健身运动的同时享受休闲时光，
青岛弘毅中学根据市民健身的情况，将
校园开放时间段分为两个板块进行管
理，分别为假期日常开放及每月一次的
大规模开放。每月一次的大规模开放，
学校会开放运动储室，向市民提供运动
器械；还会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录制视频，
播放给来锻炼的市民看，丰富市民的文
体生活。学校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市
民充分了解学校的管理模式，并为有意
报考学校的学生答疑解惑。“假期日常开
放时，学校社团会组织丰富的实践活动，
借开放操场的机会展示学生的精彩活
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丰
富了前来健身运动的市民的生活。”董在
勇表示，通过校社相融的形式，学生有了
绽放才华的机会，市民也有了更好的健
身体验。

带动全民体育发展

“开放以来，学校操场每周末接待近
百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运动。”吴德
辉告诉记者，暑假前，学校向家庭发起倡
议，号召学生养成天天运动的好习惯，号
召亲子运动。“家离学校很近，学校开放
操场后，我每天都带着孩子来锻炼。”基
隆路小学一位家长介绍，班里像她一样
带孩子前来运动的家长很多。有的班级
还组织了班级运动会，项目包括拔河、接
力赛、扔飞盘等，家长们积极参与。“难得
能够和孩子一起锻炼，在宽阔的操场上
充分活动，让孩子尽情奔跑，特别爽。”不
少家长表示，学校操场开放后，孩子和家

长小手拉大手，带动了全民体育运动。
基隆路小学 3200 平方米的运动场地

深受居民喜爱，校园开放，除了方便市民健
身打卡，也促进了社区融合。吴德辉告诉
记者：“开放校园，有利于居民走进学校、了
解学校、支持学校。学校展现了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决心，营造出浓厚的运动氛围，
为校园体育发展努力。”提升学生体质健康
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基隆路小学倡导
校内运动一小时，校外运动一小时，特别是
假期，校园开放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活动
场地。学校也向家长和学生发起了倡议，
以班级为单位来进行亲子活动，家长带着
孩子在学校的场地运动，家长和孩子能够
充分互动，促进家校协同教育方式。

维护场地人人有责

当越来越多的校园向市民打开大门，
到学校运动场健身会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
生活习惯。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校
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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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小学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学生
力气小，使用学校的篮球和乒乓球设施时
磨损比较小，而成年人力气比较大，学校运
动场开放不到一个月，乒乓球台上的球网
已经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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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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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不少学校开放后之所以“遇冷”，是
因为虽然开放了，但市民不清楚情况，来得
很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也有一些学校
老师反映操场开放后来运动健身的市民不
多，原因是周边运动场所相对较多。几位
家住崂山区的家长表示：“小区里就有开放
的运动场地，想带着孩子打球、跑一跑，还
可以去国信体育场，很方便。”也有的家长
表示，住所靠近商场，平常会带孩子到商场
运动馆里打打球运动一下，比去学校方便
一些。

校园操场管理 精细又到位
教师轮值、进校登记、设移动卫生间……各校加强管理让市民运动得安心舒心

今年暑假，岛城 600 多所中小
学室外体育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
为满足市民体育健身的需求，学校
要做的不只是把校门打开那么简
单。岛城多所学校严格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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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了开放
校园操场所带来的利好，也发现了
在后续开放中还需升级提高的方方
面面。不少学校负责人提出意见，
能否汲取外地各省市开放校园的宝
贵经验，给予学校一定的支持政策，
用于场地维护、管理等。加强管理
流程化、模式化，比如引入物业公司
第三方管理，保障开放的安全和规
范。

对此，记者查阅了国内其他城
市开放校园多采取的管理方式。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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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了安全责任，消除了场馆所有者的
后顾之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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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民生需求，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的发展，不只是把校门打开。
如今，我市教育部门及各校的做法
已经拥有优势开局，接下来还需稳
扎稳打，一边打开视野，一边学习进
步，真正让“开放校园、共享操场”，
成为百姓点赞的利民政策。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钟尚蕾 实习生 矫雨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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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操场各有妙招

▲市民在校园操场上运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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