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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盘活我县存量土地，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用地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
知》(国发[2008]3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我局拟对开发区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
收储，为明确权属，避免争议，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拟收储地块信息：本次拟收储土地2
宗，位于兰陵县开发区孤山东路东250米路北，
范围为苍山县商业冷藏公司综合经营部厂区
土地，面积4940平方米(合7 . 41亩)，使用权类型
为国有出让 ,用途为仓储 ,土地证号为苍国用
(2007)第012号，使用权已到期；以及相邻原苍
山县天益蔬菜食品冷藏厂地块，面积6365平方
米(合9 . 55亩)，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用途为
工业，土地证号为苍国用(2007)第013号，使用

权已到期。
二、公告时间：2024年8月6日至2024年8月

20日。
三、诉求登记所需资料：企业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公民个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证明与权利人权属有关
联的相关有效法律文书。

四、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兰陵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501室 联系电话：0539-5211275

五、特别注意事项：如未在本公告规定的
时间内提出权利主张诉求和其他法律争议申
报登记，视为无异议，该地块收储后将不再受
理诉求登记。

特此公告。

2024年8月6日

土地收储公告

■济南公共健身设施调查

文/片 李梦瑶 石晟绮 管悦
实习生 苏姿元 肖北辰 济南报道

划归属地管理
但落实情况不一

记者调查中发现，当前济南市公共
体育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维护大致分以
下几类：政府拨款和体育彩票公益金建
设、小区开发商自主建设、社会力量参
与建设。

根据《济南市室外公共健身设施管
理办法（试行）》，济南市体育局要求各
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成立办事机
构，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

按照此办法，公共健身设施由体育
部门、第三方、网格员齐抓共管，一方面
是市县体育部门成立公共体育设施管
护检查小组，每月随机抽取检查地点，
现场检查健身器材的管理维护和安全
使用情况，并及时反馈属地责任单位，
督促落实整改。另一方面是第三方公司
季度巡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
标第三方公司对全市公共体育设施进
行巡检，每季度至少全部巡检一次，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组织维修。

除此之外就是网格员日常巡查。据
了解，每个社区（村居）都配备了网格巡
查员，负责辖区健身器材的日常巡查，
一旦发现损坏，立即挂牌警示，并通过
智慧体育平台上报，杜绝健身设施“带
病工作”。

但真正落实到位并非易事。一位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基层工
作较为繁琐，公共体育设施出现损坏，主
要是通过社区居民上报，他们再联系有关
部门来维修。还有多位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对《济南市室外公共健身设施管理办
法（试行）》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认为管理
和维修责任并不在社区居委会。

此外，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称，他们

没有专门的健身设施维修养护费，发现设
施需要维修，需要上报申请资金支持，“每
次不管花多少钱都得打报告申请，待批复
后才可以出资维修，过程比较长”。

报修流程复杂
市民无法掌握进度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不少健身器材
上印有“济南市智慧体育”线上小程序
的二维码。据了解，市民如果发现健身
器材有毁损，可以随时扫描器材上的二
维码报修，工作人员线上审批转办、监
督维修、修复反馈。不仅如此，体育设施
从申请、审批到建成、验收，也均在“智
慧体育平台”完成，市民使用“智慧体育
平台”，可以看到设施的安装时间、建设
单位等。可以说，有了这个平台，相当于
每个健身设施都有了“户口”。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体育设施的
设备信息在小程序上显示得并不全。

“二维码报修很复杂，老年人根本弄不
了。”济南舜玉小区居民刘先生表示，前
来健身的多为中老年人，其中不少人并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一旦有损毁，还是
会选择联系街道或者社区居委会进行
处理。

记者以济南市历下区棋盘小区三
区8号楼北广场的一处健身器材二维码
为例，尝试体验报修流程。在经历注册
步骤后，找到所在区域的损坏器材，输
入需要报修的设备情况、所在小区、联
系电话和设备生产厂家等信息即可提
交报修信息。但提交后，并没有显示具
体维修进度；在小程序内，也无法搜索
到该设备负责人联系方式。

“不知道到底是否上报成功，也不
知道何时有人来修。”不少用过小程序
的市民称，即便成功扫描二维码报修
后，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对于健
身器材管理部门、负责人联系方式等信
息一无所知。

体育设施管护检修

应形成“闭环”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
少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
所安装的健身器材均竖立有
一块告示牌，告知市民使用
这些健身器材需要注意的事
项。有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可
以借鉴“河长制”，将每个场
所体育器材的维护单位及责
任人电话公布在告示牌上。

“当前，不少城市对公共
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一定
程度上存在重‘建’轻‘管’的
现象。设施建好后，如何管好
用好，应当由谁来管理，人
员、经费如何落实，对诸如此
类问题少有研究。”山东大学
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做
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管理的
后半篇文章，才能更好地让
全民健身意识深入人心，才
能让人民幸福指数实现质的
飞跃。

“要打造巡检、报修、维
修完整‘闭环’。”王忠武表

示，要构建高效协调机制。公
共健身器材长期在室外日晒
雨淋，很容易生锈或损坏，仅
靠更换、新增健身器材治标
不治本，日常检查维修、维护
必不可少，建议拿出专项维
修养护资金，并建立健全长
期管护机制。同时，相关职能
部门应日常派专人加大排
查、反馈和督促力度，加强对
健身器材的管理，为市民提
供安全、舒适的健身环境。

其次，要健全居民意见
线上线下两个反馈渠道。王
忠武建议搭建社区体育场地
设施智慧化管理服务平台，
使室外体育场地设施管理维
护更快、更准、更高效。另一
方面，该系统要把责任链条
上的工作人员纳入其中，层
层落实责任，形成巡查—上
报—审核—派遣—维修—监
督链条，确保管理维护责任
落到实处。

公共健身器材该谁管

早在2021年底，国家体
育总局、财政部、市场监管总
局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
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配建
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公共健身器材的
属地管理和各方责任做了明
确说明。

《意见》指出，社区居委
会、村委会、公园（广场）管理
部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
接收器材的组织和单位，是
器材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
负责做好器材接收、安装、验
收工作并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
对器材配建、安装、验收、日
常管理行使监管和指导职
责，明确器材产权、种类数量
和管理维护等事项，建立可
查询追溯的工作台账。

不过，各地在落实属地
管理的基础上，也不断因地
制宜完善和创新。

去年，淄博市博山区曾
面向社会公布区教体局及各
镇（街道）群众健身器材管理
使用反馈热线。市民如果发
现身边的健身器材存在掉
漆、生锈、损坏无法使用等问
题，可在工作日拨打反馈热
线进行反映，区教体局、相关
镇办将立即排查整改，这一
举措得到了不少市民的好
评。

早在2016年，南京就开
通了24小时免费器材报修、
投诉电话，并将该电话号码
与市、区体育部门监督电话
号码在器材告示牌等显著位
置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确保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完好
率100%。此外，在江苏南京、
无锡等地，还专门设置了健
身设施的专业“管家”，并建
立区、街道、社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四级巡查制度，让家
门口的健身圈安全踏实。

葛相关链接

葛专家建议规范有序的管护机制是做好公共体育设施管理维护的基础。早在2021年，济南
就出台了《济南市室外公共健身设施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三方职责和健身设施
管理维护流程。但在具体落实上，难免有“缺位”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更好守护
市民家门口的“健身房”，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济济南南市市舜舜玉玉公公园园一一处处健健身身器器材材缺缺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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