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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公共健身设施存在适老化程度不高、维护不

到位、发展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记者走访城乡社区公共健身场所及老

年群体和省老体协等发现，公共健身设施建

设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部分地方在推进公共健身设施

建设中，因追求好管理、成本低，器械用材

往往选用金属材料，不仅技术传统、简易，

且经过多年风吹日晒设施容易老化。

其次，器材创新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

适老化建设不足。小区公共健身设施虽然不

是专为老年人设计，但却成为他们健身锻炼

的主要方式之一，且老年人也是使用公共健

身设施最多的人群。但部分健身设施因缺乏

人机方面的考虑，不符合老年人的身心状态

和运动幅值等，这使得器材状况与群众需求

间的矛盾凸显。

再次，各地对公共健身设施适老化发

展认识不足，投入也不足，存在重建轻管现

象，如有的设施损坏、失灵却无人维修，存

在安全隐患。此外，设施的适老化建设、更

新和提升改造进展缓慢也是原因之一。

  加大适老化提升改造力度

对于目前公共健身设施适老化建设存

在的问题，昆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教师杨朝

明认为，应进一步拓宽投入渠道，可根据社

区实际需求和老年人健身情况，打破目前以

政府投资为主的投入模式，进一步盘活体彩

公益金、福彩公益金，引入社会资本，创新

适度有偿、保本微利的建设模式，形成政府

主建、全民参与的建设模式；对健身设施进

行分类，确定设施服务范围、条件和标准，

积极打造一批多功能适老化公共健身场所，

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健身服务。

“数字化升级赋能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是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彩云瑞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袁松认为，各级应紧抓

数字化建设契机，积极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机

构等载体，扶持、引导建设管理前置、安全

可控的适老化跑步机、健身车、力量训练

器械等智能老年体育器材、设施，甚至建

设适度规模的社区老年智慧健身场馆，进

一步降低老年人接触体育场馆和数字化体

育设施的门槛。

针对以上问题，云南省相关部门研究

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云南省全民健身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将进一步推进大型场馆

建设，将资金力量倾斜到社区和街头巷尾的

公共设施供给上；积极创新思路，采取新

技术，研究推广和打造建设一批适合老年

人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和配套设施；完善

设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拓展特殊老年人

和残疾人公共康复健身活动等项目，让更

多群众享受公共健身设施便利。同时，充

分调动整合体育、民政等各部门的政策和

资金力量，针对现有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

以及更新迭代，进一步提高公共健身设施

的适老化水平。

同时，全民健身主管部门将按照“国

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体育公园”、

城市“口袋公园”建设等指导意见，督导

各地制定和推进公共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不断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再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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