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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健康了你，你却肢解了我。谁来救救我？”

残缺的户外健身器在哭泣
文/本报见习记者 张頔 片/本报记者 杨宁

桃园小区：多数健身器缺胳膊少腿
“有的器材被破坏得都看不

出原样来了。”在桃园小区附近广
场上乘凉的孙元指着一对广场西
北角的矮铁架说，这本来是个仰
卧器，但中间的木板不知让谁拆
掉了，如今只剩了两个支架，好好
的健身器材反而成了路障。

退休后搬到桃园小区北区
居住的孙元没事就来这个广场
转转，但眼见能正常使用的健身
器材越来越少，这让他有些心
疼。环绕这个广场，设置了十多
台健身器材，但目前只有双杠、
攀爬架这些没有额外零部件的

器材还保持着原样，而吊环等其
他器材则“缺胳膊少腿”，已经没
法正常使用。

广场南侧人行道上的4台健
身器材不仅发生了损坏，旁边还
堆放了一些路边摊点的杂物，基
本处在了废弃状态。

臂力训练器缺了转盘，吊环架只剩下横杆，漫步器的踏板支架断裂……槐

荫区张庄小学东侧广场上的十余台健身器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7月1日，

记者走访了多处户外健身场地，发现“带伤工作”和“病休”的器材不在少数。

甸柳新村：健身器沦落成晾衣架
相比这个位于二环西路以西

的健身广场而言，位于市区中心
的山东省体育中心健身小广场上
的器材也好不到哪去。几个月前
就缺了一只踏板的漫步器，到现
在也没修好。广场旁边器材说明
牌上的服务电话还是个空号。

除了这些小广场之外，很多
开放式小区也设置了不少健身器

材，它们的现状又如何呢？1日上
午，记者在历下区甸柳新村三区
14号楼前看到，空地上几台损坏
的健身器材都被闲置了起来。漫
步机的两个踏板早已不知去向，
压伸腿脚的架子上晾晒起了衣
物，比较高的几根器材杆上都拴
上了晒衣绳，健身小广场成了晒
衣场。

“在器材的维护上，我们的力
量其实很有限。”甸柳新村街道办
事处一位居委会主任介绍说，目
前社区里的健身器材大部分都是
由体育彩票公益金出资捐赠建设
的。在保修期，厂家负责器材维
护。但出了保修期后的器材损坏，
即使居委会想出资，有时也很难
联系上厂家。

解决之道：及时维护，大家爱护
“前几天街道办刚对辖区里

的健身器材做了摸底登记。”甸柳
第三社区居委会主任万红霞介绍
说，除了记者提到的这处健身场
地之外，街道办辖区内还有一些
健身器材需要修理更新。因为这
些器材有不同的产权归属，所以
将情况统计清楚后，区体育局会
一并处理。

除了体彩公益金赠送的之
外，目前济南市的健身器材还有
两种来源，一是开发商在新建楼
盘时配套的健身器材，二是有些
单位或者家属楼自行购买安装的
健身器材。楼盘配建的健身器材
产权归开发商或者物业，其后期
的维护管理也由其负责。后一种
情况，产权、使用权、后期维护管

理则归购买方所有。
虽然大部分健身器材的产

权、所有权不属于政府体育部门，
但经过摸底登记之后，如果器材
出了问题，各县区体育局也会根
据情况进行适当的维护。

另外，倡导市民文明使用、积
极爱护是保护户外健身器“健康”
的根本所在。

在甸柳新村三区，损毁的健身器材沦落成晾衣架。

在桃园小区北区，残缺的健身器材被儿童游乐设施挡在后面。


	C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