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南通市体育局主要

领导携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进“政风

行风热线·一把手上线”直播室，倾

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回应市民

群众的关注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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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两个月前，印象城南侧

海港引河绿化带小游园的
步道入口新增加了 4根金
属立柱，本意是阻拦电瓶
车通行，但同时也阻拦了
婴儿车、轮椅等特殊群体进
入小游园。并且，仅1个多
月的时间里，立柱旁的绿
化带遭到破坏，被轧出了一
条小路。

南通市体育局副局长毕钢：
该小游园是2022年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由市体育局和
崇川区相关职能部门对原有硬
质路面进行改造提升，铺设了
专门的健身步道卷材，既提升
了步道周边环境的美观性和锻
炼的体验感，还能保护锻炼者
的脚踝和下肢。

去年，我们陆续接到群众
反映，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在健
身步道上穿行，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为此，在步道入口处增
设了立柱。后续，我们将继续
加强宣传和引导，对电动自行
车在健身步道内穿行的现象进
行劝阻。同时，我们正充分考
虑“一老一小”和残疾人等一些
小众群体的需求，适当建设一
些适合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
士的体育锻炼设施。我们也呼
吁大家文明出行，珍惜和爱护公
共体育设施。

记者张园整理

市体育局负责人走进直播室回应热点问题——

正在全面推进智慧体育建设

评议监督员仇天敏：
建议市体育局排查和

梳理全市全民健身场所的
经营情况和问题，建立落
实市、区两级的责任监督

机制，向公众公开监督人
员信息、投诉电话等。同
时，建议清理一批资质不
全、服务能力不够的第三
方机构，进一步完善管理
和考核体系，真正落实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构建更高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南通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江华：

南通市体育局一直致
力于完善和提升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的建设，大力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
动，同时，着力建设群众
身边的体育设施。我们开
展了一系列体育活动，如
马拉松、龙舟赛、国际围
棋赛、国际沙滩排球赛、
中超以及 CBA 等体育赛
事，通过“跟着赛事去旅
行”“体育嘉年华”促消费
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全民
健身社会氛围。

我们全力配合市教育局
大力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
从2021年开始，市体育局
与市教育局在全市组织开展

“一校一品、一生多能”项
目建设。市委、市政府将

“一校一品”工作纳入今年
民生实事项目，我们在全市
349所小学布局不少于1个
体育特色项目，让每名学生
掌握1—2项运动技能，按
照“全覆盖、全员额、全过
程”的总目标全面推进，增
强孩子的体魄，让孩子的身
心得到健康发展。通过培养
孩子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
精神，来带动社会和家庭参
与体育锻炼。截至目前，我
们举办了篮球、排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
6个项目的师资培训，全市
1000 多名教师参加了培
训。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
了数十名教练到 46 所小
学，为6万多名孩子传授陈
氏太极十八式、长拳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教育部
门，进一步完善“一校一
品、一生多能”竞赛机制、
督查考核机制等，共同推动
所有小学将所选的体育项目
纳入体育课堂，保证每周至
少一节课、每周不少于三次
的大课间活动，促进青少年
体育工作高质量、快速、健
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正在推进智慧体育
建设，筹备建立数据化管理
平台。按照总体设计、分步
实施的原则，统筹竞技体
育、群众体育以及体育产
业、体育安全、体育文化等
方面的资源，搭建科学规
范、管理科学、高效便
捷、操作直观的智慧平
台。我们还计划对接省体
育局的平台接口，引入全
民健身设施的电子地图，
便于广大体育健身爱好者
从网络平台上直接查找到
锻炼场所。根据实际情
况，逐步开放经营性场馆
的网上预订、支付功能，方
便广大健身爱好者。

营造浓厚的
全民健身社会氛围

陈女士：
虹桥体育馆原本由体育

局管理，各方面服务都很
好。然而，自从今年该体育
馆由原来的公家管理改为
私人承包后，卫生环境一塌
糊涂，馆内还存在一些安全
隐患，服务质量呈“断崖式”
下降。

南通市体育馆馆长陆建强：
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委托

运营问题，2020年10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
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其中指
出为提升公共体育场馆运营
水平，推广委托运营，通过

“改造功能、改革机制”的方
式，鼓励采取公开招标方式
筛选运营团队，提高运营效

率。同时，南通市政府发布的
《南通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中也提到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支
持和落实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设
施建设和运营，鼓励场地设施
共建共享。

经过市场调研，在坚持公
益性开放的前提下，我们采取
公开招标方式，筛选出一个优
质的运营团队——“橙狮体
育”。橙狮体育的前身是阿里
体育，是阿里巴巴集团全面布
局体育产业的知名企业。作为
一家智慧场馆龙头运营企业，
橙狮体育在长三角、京津冀、珠
三角、川渝等区域均有涉足体
育场馆运营，也积累了丰富的
场馆运营经验。截至2023年
年底，橙狮体育旗下智慧场馆
连锁品牌“乐动力体育中心”已

在全国落地超过50家在营场馆，
在江苏省内布局 11 家场馆运
营。橙狮体育于今年7月1日正
式入驻南通市体育馆，目前正处
于交接阶段。陈女士反映的体
育馆存在卫生等一系列问题，正
是由于我们在交接过程中存在
疏忽，一些衔接工作没有做实做
细，体育馆也未能充分发挥监
管、监督作用。接到投诉后，市
体育馆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约谈
了橙狮体育和物业管理方，就发
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目前反馈的
问题均已得到有效解决。同时，
我们责令物业公司配齐配强保
洁人员，将馆内所有场所进行全
方位大扫除，不留死角，并要求
涉事场馆运营方举一反三，建立
长效机制，每天都要做好全馆的
安全和卫生巡查，发现问题第一
时间给予解决。

体育馆私人承包后服务质量下降

钟女士：
2022 年 5 月，我花费

2000多元在如东雨润零距
离健身俱乐部办理了 3年
的健身年卡，本来预计到明
年5月份才结束。然而，去
年 9 月，该俱乐部就停业
了。希望职能部门加大工
作力度，帮办卡会员追回
钱款。同时，建议体育局
加大对健身房等经营类体
育场所的监管，将工作做在
前头，不要等出事后再被动
应对。

南通市体育局四级调研员
丁秀海：

预付式消费纠纷是各地

区以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问
题。针对此类问题，按照《关
于成立南通市单用途预付卡
管理联席会议的通知》（通政
传发〔2022〕29 号）文件相关
职能和分工，体育部门指导协
调处理相关举报投诉，并协助
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的问题
进行协调，力争当事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如果未能达到合
理的结果，我们建议当事人持
原有的销售合同向消费者协
会提起仲裁，或者通过司法途
径予以解决。

虽然目前没有法律法规
的支撑，但是体育局主动承担
起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监管
责任，与南通农商行合作在

南通主城区共同打造了安心体
育单用途预付卡监管平台，建
立先消费后付款的体育消费
监管模式。截至目前，南通市
主城区有 8 家健身机构和 63
家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被纳入
了监管平台。

“南通安心体育”平台根据
前期运行情况进行了更新，本月
中旬将进行试运行。呼吁南通
主城区的体育爱好者在“南通安
心体育”公众号上买卡，这样能
有效保证资金安全。平台试运
行成熟后，将在各县（市、区）进
行推广。目前暂未推广到的地
区，我们建议市民谨慎选择购买
健身场所的预付卡，防止不必要
的风险。

预付费办3年卡健身房却“跑路”

健身步道立柱阻碍婴儿车和轮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