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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什么是体育公园？顾名思义，是指有较

完备的体育运动及健身设施，供各类比赛、

训练及市民日常休闲健身、运动之用的专类

公园。当前，云南建设体育公园的总体规

划、步骤是什么？未来之路又该如何走？记

者采访了相关部门。

健身难催生新业态

家住昆明市环城西路某体育馆附近的市

民杨先生是运动爱好者，每周都会约朋友去

体育馆踢足球，场地租用费人均60元左右。

在他过往体验中，周边并没有免费的体育锻

炼场所，无论是跑步、打球还是“撸铁”，

都得花钱。他花4000多元在体育馆某健身

中心办了一张年卡，妻子在同一中心报了瑜

伽培训班，年卡费用也是4000多元，加上

偶尔打网球等，一年下来，全家仅是健身这

项开销就达1万多元。据该体育馆工作人员

介绍，体育馆属于经营性场所，只在每年

“全民健身日”免费开放一天。

许多受访市民表示，体育馆、健身房等

专业运动场所往往收费不菲，普通群众健身

通常只是选择跑步、打球等运动，感觉这钱

花得十分“划不来”，而去公园、小区广场

等场所运动，又缺乏安全完备的运动设施。

据了解，近年来云南体育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各类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是由于云

南体育基础薄弱，发展滞后，有限的资源往

往倾斜到专业赛事举办和专业场馆建设、校

园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中，群众喜爱的骑行、

健走、跑步等健身步道设施建设则起步晚，

基础薄弱；公益性质的足球场、篮球场、网

球场等建设长期跟不上，导致群众健身贵、

健身难问题突出。

云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健身休闲运

动产业亟待强化。2021年11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体育总局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

意见》），要求到2025年，全国要新建或改

扩建1000

个左右体

育公园，

并明确云

南要建设

46个体育

公园。记

者从云南

省体育局

获悉，体

育公园至

少要具备

开展常规球类、跑步健走、器械锻炼、儿童

游乐活动等基本功能，至少可以同时开展多

种运动项目。建设体育公园主要目的是确保

体育功能齐全、全龄友好，体育公园不设固

定顶棚、看台，不得以体育场馆替代体育公

园，要避免体育公园场馆化、房地产化、过

度商业化。

体育公园的出现，不仅能破解群众

“健身去哪儿”的难题，也将为云南健身休

闲运动产业带来新的机遇，有利于做优“健

康生活目的地牌”。

建设条件逐步成熟

体育公园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发达

国家早有建设。体育公园将绿地与运动场所

有机融合，既能观景、休闲，也能健身，深

受群众欢迎。

事实上，云南省已经具备建设体育公园

的基础条件。从政策方面看，近年来云南一

直着力落实国家相关部署，出台多项措施，

积极推动体育设施建设。2017年和2020年，

云南先后出台《“健康云南2030”规划纲

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云南行

动的实施意见》，依托“七彩云南全民健身

工程”等积极开展健康云南行动，并将“全

面提升体育基础设施”作为健康云南行动的

重要基础工作来推进。在省委、省政府的决

刚刚结束的冬奥
会，催热了全民冰雪运
动，也让“体育+”概
念更加深入人心。随
着“体育+旅游”“体
育+民 族 文化”等 新
业 态 在 云 南 蓬 勃 发
展，不仅有效推动了
全省健身休闲运动产
业发 展，也有力助推
了云南做优“健康生
活目的地 牌”。按照
“十四五”规划，云南
正在规划布局的体育
公园，必将以“体育+
公园”的新模式，为
云南体育产业再添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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