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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免费费体体育育场场馆馆拒拒散散客客于于门门外外
场馆称为便于管理，只接待单位或街办的团体

据了解，像天桥体育馆这样的状
况在省城并不罕见。目前，除去大学
内的体育场馆，济南有近20个大型体
育场馆。可是只有省体育中心和奥体
中心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其他大部分
场馆并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

但是，市民对健身的需求却越
来越旺盛。这几年济南大大小小的
健身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而且其业绩也在节节攀升。2013年，济
南一家本土健身连锁机构的15家门店
销售额是一亿两千万；2014年8月，其16

家门店销售额就已过亿元，销售额
达到了62%的增长率。

但是对工薪阶层，尤其是老年
人来说，健身房仍然遥不可及。伏先
生是健身爱好者，但是他坚持不进
健身房。“我家靠近山师，每天早晚
都去操场上锻炼，一分钱都不用花。
健身房里年轻人多，收费又比较高，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少会去。”

“与健身房相比，作为公益事业
的体育场馆无论是管理理念还是硬
件设施都远远落在了后面。”山东大
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
授王忠武表示，在市民健身需求巨
大的现状下，城市的公益性场馆应
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向社会开放。“管
理难不应该成为场馆不开放的借
口。管理者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制定
更好的管理办法，让场馆有效地被
利用，惠泽市民。”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场馆不对个人开放

散客难进馆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就
住在堤口路天桥体育馆附近，
平时经常到场馆周边散步、健
身。场馆里时常能见到团体比
赛和活动，但大部分时间是空
着的，可场馆没有人的时候，也
不让人单独进。“有时候看场馆
空着，我就和健身的伙伴进去
问，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健身。这
场馆本来就是区里的惠民设
施，我们进去锻炼也理所当然，

谁知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们，场
馆不对个人开放，把我们挡在
了门外。”

据了解，天桥体育馆位于
天桥区堤口路14号，于2008年8
月建成投入使用，是一所非营
利性的体育场馆。7日，记者
来到该场馆看到，目前该体
育 馆 仅 剩 下 西 侧 的 活 动 场
馆，东侧的部分已经变成了
一些公司的办公场所。西侧
的 场 馆 一 楼 是 室 内 篮 球 场
地，还兼着羽毛球场地的功
能；二楼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区。
也就是说，天桥体育馆现如今
只有西侧这一处篮球场馆可供
使用。

几小时租金千元

散客“望馆兴叹”

记者来到时，场馆内正有
一组人员在进行篮球比赛。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是
一家单位组织的篮球活动，他
们租赁了下午的场地，从两点
半到五点租金是一千元。平时
场馆不接待个人活动，只对团
体开放。

场馆不对个人开放，就有
市民在馆外的空地上锻炼。记
者在场馆外见到了在附近打羽
毛球的市民朱先生。朱先生无
奈地表示，自己在附近健身这

么多年，从未进入过场馆。“我
们也想进去啊，可是人家不对
个人开放，我们也只能在外面
打打球，望馆兴叹啊！”

据场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
先生证实，场馆确实不对个人
开放。“个人来，我们不好管理，
有时候因为谁来得早、谁来得
晚，经常发生争执。如果他们在
场馆里出了什么事，我们也说
不清，所以只对团体开放。”

张先生表示，一般情况
下，如果是以街道办事处的名
义来场馆活动，场馆免费使
用，而如果是对外的单位来借
用场馆，一般是以1000元/半
天的价格租赁。

本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王小蒙） 5日本报报道的

“最牛违建”引来市民对其何时
能够拆除的普遍关注。据了解，
两位业主均答应自行拆除，一
业主找来工程队准备8日开始
动手。城管部门称监督其拆除
的同时，也会走相关程序，直至
其彻底拆除。

5日，本报对省城西部某高
层小区楼顶私建“豪华别墅”进
行了报道，违建何时能拆除成
为不少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6
日，记者联系槐荫城管腊山执
法中队的王队长，得知城管部
门已对业主和物业都做过笔

录，业主已经答应自行拆除。
“业主还是肯积极配合的，

答应近日便开始动手拆除，目
前正在找寻可以拆除的工程
队，具体什么时间能拆除完
毕现在还不好确定，但正在
与物业一起积极督促业主尽
快拆除。”王队长说，由于拆
除工程难度较大，业主找寻过
几家工程队都没有可以确保拆
除的。

记者致电两位业主了解
到，由于房屋建在高层楼顶且
是混凝土浇筑，拆除难度比较
大，找寻过四五家工程队都没
人接手破拆。“找了一个建筑方

面的专家来看了看，说楼顶不
好使用大型机械，只能人工一
点点地拆，还得保证不跌落石
块和工人安全。”

“虽然从外面看起来是加
盖了三层，可实际增加的面积
也就不到30平米，花费了十多
万元，而拆的时候却要花费三
十多万。”一位业主告诉记者，
一开始是为了孩子安全考虑，
没想到却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
麻烦，对此他已开始后悔，直叹
当初不该搭建。

“今天又找了一家工程队，
明天工人就会过来拆。”该业主
告诉记者，8日一早便会有工人

来一点点地砸，希望可以顺利
拆除。

据了解，8日一早，城管人
员便会去现场监督业主自行拆
除，同时也会走对违建进行勘
验取证、上报槐荫区城管局进
行审批、给业主下达听证通知
书和限期5天拆除通知书等一
系列法定程序。

“如果到期还没有拆除的
话，则会上报区政府申请强制
执行。”王队长说，如果业主不
配合的话，将联合物业采取如
停水、断电、缓办房产证等措
施，同时也会走上述法定程序
直到违建彻底拆除。

“明明是区里惠民建
设的体育场馆，却将个人
健身爱好者挡在门外，真
是不理解。”家住天桥区
堤口路的市民刘女士对
此颇有微词。据悉，位于
堤口路14号的天桥体育
馆建成后一直没有对个
人开放，这让不少市民不
解。对此，场馆工作人员
表示，个人健身爱好者较
难管理，场馆只接待单位
组团或者街道办事处的
活动团体。

1100万万建建起起来来再再花花3300万万拆拆，，这这下下赔赔大大了了
“最牛违建”业主答应自行拆除，城管将现场监督

尴尬境地

市民需求旺盛

惠民场馆开放少

天桥体育馆将个人散
客拒之门外。

本报1月5日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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