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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体体设设施施闲闲置置，，市市民民健健身身场场所所少少
长清教体局回复称“暂无开放时间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如今市民的健身需求日渐旺盛，但向公众开放的体育场馆太少，
特别是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开放度不够，一直被人诟病。不少长清市民希望，今后城区的公办中小学校能
够分时间段开放本校的篮球场、足球场和田径跑道，满足大家的健身需求，使其成为全民健身体育场
所。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这一要求，长清区教体部门并没有做好准备。

本报9月10日讯（通讯员
石宪伟） 近日，长清区在人大
会议厅举行2015年应届贫困大
学生救助金发放仪式，为232名
大学生发放救助金52 . 7万元。
其中，嘉鑫集团已经连续3年通
过区“慈心一日捐”捐资50万元
定向救助贫困大学生、贫困教
师200余名。

为解决困难家庭子女上学
难的问题，在高考录取工作结
束、上线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
知书后，长清区九个具备救助
职能的部门均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通过贫困大学生个人
申请、街镇审核、区级认定等环
节，确定了232名大学生为2015

年度贫困大学生救助对象。
近年来，长清区考取大中

专院校的学生数量连年增长，
但部分学生因家庭贫困、无法
承担相对较高的学费，因而陷
入了窘境。为了解决这些家庭
学生的入学费用问题，长清区
每年都要开展助学活动。区慈
善总会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
10年开展贫困大学生救助活
动，累计救助3000余人、筹资
600余万元。借此次开学之际，
区慈善总会再次向全社会发出
爱心助学倡议，呼吁有救助能
力的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
到助学活动中来，帮助家庭贫
困、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
大学学业。区慈善总会将定期
评估救助效果，督促被救助大
学生在校认真学习，学成后回
报社会。

232名贫困大学生

收到52 .7万救助金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公共体育设施少，造成全
民健身落实难，成为长清市民
的普遍感受。目前长清城区内
仅区体育中心一处对外免费开
放的公共体育场馆，包括一块
专业田径足球场、两块专业篮
球场，其中篮球场全天开放，田
径场仅在早晨和晚间开放。

“小区的便民设施没有健
身效果，爬文昌山、玉皇山又不
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马路上
车多、废气多，各机关单位的健
身场地都被用作停车场，城里
就一处免费开放的体育场馆，
市民不去那里去哪呢？”面对节
假日区体育中心爆满的健身人
群，市民陈先生认为，公共体育
设施多了，市民自然不用都挤
到这里健身了。

足球发展已升级为“国家
战略”，在长清却只有一块能够
踢球的专业场地。据了解，目前
长清已有近20支业余足球队，
场地少，很多球队只能到大学
城找场地。“部分学校免费，多
数学校压根不让校外的使用。”
某业余球队球员小刘告诉记
者，因训练、比赛条件有限，长
清已有五六支业余球队面临解
散。一些高校的体育场馆离长
清市区较远，对于大多数市民
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

恒大绿洲内之前有免费体
育馆对小区居民开放，但如今
对外租用，成为一家收费的健
身俱乐部。目前长清城区有两
家健身俱乐部，年费都在1000

元以上。花上千元去健身房锻
炼，现在还很难成为长清市民
的首选。

记者调查

缺少锻炼场地

全民健身难落实

市民李卉和牛飞（两人均
为化名）是长跑爱好者，去年5
月，两人成立了“长清爱跑团”，
定期组织跑友跑步。团队一周
组织一次集体活动，20多个跑
友围着大学城主要街道跑半程
马拉松。李卉告诉记者，平常没
有集体活动时，为安全起见，他
和牛飞等6名跑友会一起到区
体育中心田径场跑步。

但对于他们来说，去区体
育中心跑步并非是最佳选择，
因为去那锻炼的人多，他们感
觉跑得不顺畅。“目前体育中心
田径场只在早晚开放，而且长
清仅有这一处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对外，因此来这里锻炼
身 体 的 市 民 非 常 多 。”李 卉
说，长跑是有氧耐力项目，讲
究节奏感，如果节奏被打乱的

话，跑者会感觉特别难受。“尤
其是节假日，田径场上人特
别多，内场有踢球、打太极、
跳舞的，外场跑道有散步的，
甚至还有人逆行，加上很多
大人带着孩子来这里玩，我们
跑步时必须时刻注意，节奏时
常被打乱。”

“如果能多开放几处公共
体育场馆，特别是学校体育设

施，让市民能够就近锻炼，那就
太好了。”李卉和牛飞家住中川
街永安小区，小区附近就有一
所小学，他俩想趁放学或节假
日到该校操场跑步，但多次遭
遇闭门羹。“许多居民小区就围
绕着学校，校内体育设施就在
家旁边，比较方便，但课余时段
利用率很低，不用的话确实有
些可惜了。”

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占全区
体育设施的比重很高，那么学
校体育设施在周末、节假日能
不能对市民开放，成为全民健
身的一部分呢？为此，记者利用
9月初的小长假，走访了城区部
分中小学校。

4日至5日两天，记者分别
到长清区石麟小学、区实验小
学、区实验中学、区第二实验中
学及长清一中初中部5所学校，
以附近市民的身份提出想进校

锻炼身体，无一例外均被校方
拒绝。5所学校的保安人员告诉
记者，无论在周末、公共节假
日还是寒暑假期间，禁止外
来人员使用校内体育设施。
即 使 本 校 学 生（ 体 育 生 除
外），在此期间也很难被允许
进校打篮球、跑步。据记者了
解，只有部分学校会允许本校
教职工及家属在早晨或晚上进
校锻炼身体。

记者采访时看到，这5所学

校的教学区与体育活动区分
离，几乎都配备了专业篮球场、
塑胶田径场，这些体育资源在
教学时间之外，基本全处于闲
置状态。

“高中学校实行半封闭化
管理，学校放假少，学生学习
任务重，不对外开放也就算
了，但初中、小学的校内体育
设施属于公共体育设施的一
部 分 ，应 该 对 市 民 敞 开 大
门 。”家 住 鸣 泉 嘉 园 的 陈 先

生，每周末都要跑步四公里
左 右 到 区 体 育 中 心 踢 场 足
球。而距他家不远就有两所
初中，校内都有标准足球场，
但均不对外开放。“校方可通
过控制进出时间加强管理，
对教学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 果 担 心 校 内 设 施 遭 受 损
坏 ，可 以 适 当 收 取 维 护 费
用。”陈先生认为，校外健身
市民的加入，更能调动校园的
健身气氛，推动体育教学。

目前施行的《全民健身条
例》及《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均指出，学校应当在课余时间
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体育设
施；在不影响教学和学校安全
的情况下，公办学校应当积极
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
施，鼓励民办学校向公众开放
体育设施。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
此作出解读，相关条例既要求
学校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
学生开放体育设施，也要求公
办学校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
开放体育设施，并制定了“县
级人民政府为向公众开放体
育设施的学校办理有关责任

保险”的鼓励措施。对于开放
体育设施的学校，其可以根据
设施运营的需要向使用体育
设施的公众收取必要的费用，
当然，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学
校也可申请从全民健身经费
支出或者通过体育彩票等方
面筹集。

去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46号
文件中，再次提出推动各级各
类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
对外开放。

然而记者采访长清区教体
局和一些学校发现，教体部门
对市民这一普遍要求闪烁其
词，称目前很难创造条件予以

满足。
“对外开放后，市民的安全

谁来负责？场地的维护经费谁
来 买 单 ？校 园 安 全 如 何 保
证……？”面对记者的采访，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学校工
作人员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本来学校体育设施可以使用
5年，开放后，使用频率变高，
可能两年就要换一批，保安值
班时间也变长了，这些额外费
用谁来承担？如果市民在校内
出了意外，相关的意外伤害事
故的责任认定以及必要的保
险机制等等，必然会干扰到学
校正常教学。”该工作人员认
为，虽然政府制定的相关条例

规定将给予开放学校一些经费
补贴、鼓励措施，但这些经费、
措施能否落实到位令人担忧。

“责任划分、安全、费用等难题
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使开放了，
学校也会做得很痛苦，感觉如
履薄冰。”

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清区
教体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

“我们有计划逐步开放城区
公办学校体育场馆，但实施
起来困难很多，开放后，市民
的安全保障及维护经费的落
实，现在还很难解决。”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长清城区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目前
暂无时间表。

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有规定，但难落实

教学时间外，城区5校拒绝市民入内锻炼

学校就在小区旁，入校锻炼成奢望

清晨6点，某学校开门前，校内操场上除一名学生外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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