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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办办国国办办印印发发意意见见 构构建建更更高高水水平平全全民民健健身身公公共共服服务务体体系系
新新建建居居住住区区配配建建公公共共健健身身设设施施标标准准

室室内内人人均均建建筑筑面面积积不不低低于于00..11㎡㎡
或或室室外外人人均均用用地地不不低低于于00..33㎡㎡

社区健身设施夜间“点亮”

在社区设立健身活动站
点，引导体育社会组织下沉社
区组织健身赛事活动。实施
社区健身设施夜间“点亮工
程”。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群和
都市圈编制统一的全民健身
规划，促进区域内健身步道、
沿河步道、城市绿道互联互
通，健身设施共建共享。

优化城市全民健身功能
布局，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
要推广功能复合、立体开发的
集约紧凑型健身设施发展模
式。大中城市要加强多中心、
多层级、多节点的全民健身资
源布局，打造现代时尚的健身
场景。县城城镇化要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健身设施。老城
区要结合城市更新行动，鼓励

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低效
用地，增加开敞式健身设施。
新建城区要结合城市留白增
绿，科学规划社区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与生产生活空间相互
融合、与绿环绿廊绿楔相互嵌
套的健身设施。

构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的空间布局，结合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以
及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完善健身设施布局。研
究推动在河北崇礼、吉林长白
山（非红线区）、黑龙江亚布
力、新疆阿勒泰等地建设冰雪
丝路带。持新疆、吉林共同创
建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沿太行山和京杭大
运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
打造“三纵”，沿丝绸之路、318
国道、长江、黄河沿线打造“四
横”，构建户外运动“三纵四
横”的空间布局。

推动体育公园
向公众免费开放

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
板工程，建设全民健身中心、
公共体育场、社会足球场等健
身设施，加强乡镇、街道健身
场地器材配备，构建多层级健
身设施网络和城镇社区15分

钟健身圈。新建居住区要按
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
于0.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
健身设施，纳入施工图纸审
查，验收未达标不得交付
使用。

支持依法利用林业生产
用地建设森林步道、登山步道
等健身设施。推进体育公园
建设，推动体育公园向公众免
费开放。在现有郊野公园、城
市公园中因地制宜配建一定
比例的健身设施。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不破坏生态、不
妨碍行洪和供水安全的前提
下，支持利用山地森林、河流
峡谷、草地荒漠等地貌，建设
特色体育公园，在河道湖泊沿
岸、滩地等地建设健身步道，
并设立必要预警设施和标识。

推动健身场地
全面开放共享

加强冰雪、山地等户外运
动营地及登山道、徒步道、骑
行道等设施建设。加强户外
运动目的地与交通干线之间
的连接，完善停车、供电、供
水、环卫、通信、标识、应急救
援等配套设施。已建成且有
条件的学校要进行“一场两
门、早晚两开”体育设施安全
隔离改造；新建学校规划设计
的体育设施要符合开放条件。
鼓励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
放实行免费和低收费政策。
支持第三方对区域内学校体
育设施开放进行统一运营。
鼓励私营企业向社会开放自
有健身设施。

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到203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沿太行山和京杭大运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打造“三纵”，沿丝绸之路、318国道、长江、黄河沿
线打造“四横”，构建户外运动“三纵四横”的空间布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建立四级
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

公开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和单项体育赛事目录及承接
标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承办
赛事。优化体育赛事使用道
路、空域、水域、无线电等行政
审批流程。修订《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管理条例》，推动体
育赛事活动安保服务社会化、
市场化、专业化发展。

建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四
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建
立足球、篮球、排球业余竞赛
体系。加快发展以自主品牌
为主的体育赛事体系，培育形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联
赛。支持打造群众性特色体
育赛事，引导举办城市体育联
赛。鼓励群众自发性健身组
织举办广场舞、健步走、棋牌
等健身活动。

落实赛事举办方安全主

体责任，严格赛事安全监管责
任，责任履行不到位的，依照
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配
足配齐安保力量，强化安保措
施，确保各类赛事活动安全顺
利举办。建立户外运动安全
分级管控体系，分类制定办赛
安全标准。制定政府有偿救
援标准。支持保险和商业救
援服务发展，培育民间公益救
援力量。加强户外安全知识
教育，引导群众科学认识身心
状况、理性评估竞技能力、积
极应对参赛风险。

让每个青少年
较好掌握1项以上
运动技能

建立适合未成年人使用
的设施器材标准，培养未成年
人参与体育项目兴趣。推动
公共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为老年人使
用场地设施和器材提供必要
帮扶，解决老年人运用体育智
能技术困难问题。营造无障
碍体育环境，为残疾人参与全
民健身运动提供便利。

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计划，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
握1项以上运动技能，培育运
动项目人口。开齐开足上好
体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
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支持
体校、体育俱乐部进入学校、
青少年宫开设公益性课后体
育兴趣班。支持学校、青少年

宫和社会力量合作创建公益
性体育俱乐部。

按职业类型制定健身指
导方案。发挥领导干部带动
作用，组织开展各类健身活
动。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配
备健身房和健身器材。发挥
工会作用，鼓励工会每年组织
各类健身活动，并将此纳入工
会考核内容。鼓励按照《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规
定，使用工会经费为职工购买
健身服务。

将全民健身理念
和知识融入义务教育教材

制定实施运动促进健康
行动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医
疗机构加强以体育运动康复
为特色的专科能力建设。推
动国民体质监测站点与医疗

卫生机构合作，推广常见慢性
病运动干预项目和方法，倡导

“运动是良医”理念。
将全民健身理念和知识

融入义务教育教材。打造一
批科学健身传播平台，加大全
民健身公益广告创作和投放
力度。发挥体育明星正能量，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实施体
育文化创作精品工程。加强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体育
消费券。

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研究修订《全民
健身条例》。研究制定体育市
场管理条例、公共体育设施管
理办法。完善地方体育行政
执法工作机制，将适当事项纳
入同级综合执法范畴。健全
体育仲裁、监管和信息公开等
制度。

据新华社电

◆新建居住区配建公共健身设施标准：
不低于室内0.1平方米/人
或室外0.3平方米/人

◆到2025年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

◆到2035年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

以上

◆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
1节体育课
◆建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四级青少
年体育赛事体系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
◆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握1项以上
运动技能
◆支持体校、体育俱乐部进学校开
设公益性课后体育兴趣班

建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