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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现状调查 

李亚莉，钟丽萍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近年来株洲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场地设施有一定的改善，但还是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学
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还需政府进一步整合资源；社区社团组织及体育公共服务组织形式形式多样但比较分散；城市社区体

育人口以女性为主；社区体育指导员上岗率偏低；万人“广场舞”已成为城区的亮点，但也存在政府引导不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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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是湖南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是以重工业为
主的铁路枢纽城市，还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集散

地，城市常住人口约１０３万。为强化政府基本公共
体育服务职责，株洲市政府贯彻国务院《全民健身

条例》总则关于“有计划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加大

对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建设的投

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的精神，［１］强

调“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逐步形成覆盖城乡比较

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我们设计了《社区体

育公共服务组织调查问卷》，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

查和访谈法的方式，以社区体育管理者和社区居民

为调查对象，按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等

四城区的部分社区为单位，每个区发放１００份问卷，
共发放４００份，回收３７８份，回收率为９４．５％，其中
有效问卷为３６５份，有效率为９６．６％。研究中参考
有关文献，［２－４］对各类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作为分析

的依据。其次，走访市体育局负责群体工作的管理

人员，了解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情况，获取了

较真实资料，现将其整理出来，供株洲市城市社区

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参考。

　　一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和运动场地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目前株洲城市社区体育公

共服务设施能够满足基本健身需求的居民占６８％，
其中，天元区的满意率最高，达到８７％。同时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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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四个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天

元区作为河西高新开发区，多以株洲事业单位居民

居住为主，又是株洲市政务中心，地域开阔，环境

好，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相对合理、齐全和完

善，开展的项目比较齐全。荷塘区、石峰区是株洲

老工业区，居民区由企业生活区改制划归社区管

理，小区的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参差不齐甚或没有。

芦淞区是株洲市老城区，现在是株洲商业服饰集散

地，商业气氛浓厚，人多空地少，可供活动的面积

小，开展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项目也较单一。通

过调查走访还发现，部分老城区、单位住宅区，没有

正规的体育场地设施。一些公共体育设施较陈旧，

部分场地修建在厂区内，平时无法对外开放，居民

区的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应

有的维护和更新，并且设置欠合理，使得一些健身

器材功能不全，部分还存在安全隐患，因而制约了

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一份来自市体育局

的调查也显示：株洲城区居民人均体育运动场地只

有０．８５平方米，离创文明城市人均１．０８平方米的
Ａ类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调查结果显示：有５５％的居民认为社区的公共
运动场地太少，有６２％的居民认为社区的公共运动
场地布局不合理，如离住宅楼太近太闹或太远，还

有５２％的居民平时散步健身是围绕居民住宅楼或
者街道绿化地带进行，存在着一些不方便和安全隐

患。体育场地布局不合理也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

健身休闲体育活动的较主要的因素。体育公共场

地是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应当加

强合理配套和维护管理，这样才能满足居民日益高

涨的锻炼热情。

　　二　学校体育场地和体育馆

调查结果显示：株洲现有大中小学（包括职高）

１２６所，株洲市较正规运动场地和体育馆有近 ３００
个，其中７２％都集中在学校。近些年来，学校体育
场馆开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半数以上居民

（５１％）认为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程度较好，认为学校
是个特殊场所，保证学生的学习和安全最为关键。

但仍有４９％的居民认为学校场馆的开放情况不太
好。早晚锻炼开放时间太短，虽然居民活动的地点

已经多元化，但公共体育服务场地和设施还不能满

足市民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关于学校场馆对外

开放的情况，我们调查走访了部分中学，校负责人

明确表态说：“从教学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学校的场

地不对外开放”。但从市体育局了解到，有关部门

正在总结和交流开放试点经验，加强与教育、财政

等部门的合作，着力解决“安全”、“管理”、“物耗”

阻碍学校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的三大障碍，加强市

政府与区、街道、社会事业各领域、不同区域间、不

同系统间资源的整合，提高开放率和利用率，推进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进程。

表１　株洲市城区公共运动场分布情况调查

常住人口（万） 健身路径（套） 篮排球场 健身活动点 田径场 门球场 体育馆

天元区 １８．６ ３０ ２３ ２６ １４ ２４ ８
芦淞区 ２８．２ ３８ ３０ ４１ ２６ ２８ １４
荷塘区 ２８．７ ４３ ３４ ５０ ２９ ３３ １６
石峰区 ２７．８ ４５ ３５ ４８ ２６ ３４ １７

　　（２００９年统计，市体育局提供）

　　三　社区社团组织及体育公共服务组织形式

从市体育局了解到：株洲市现有的体育社团有

２００多家（不包括自发组织的），社区体育组织的形
式主要有４种：（１）有专人负责，有一定活动经费，
在街道办事处管理下的社区体育组织。（２）分布在
社区各处的晨晚练习辅导站点，组织者有较少的津

贴。（３）营业性健身场所，以会员制的形式出现，需
购买健身卡参与健身。（４）自发组织的形式，以同
兴趣爱好者自发组成。调查数据显示有近６０％的
居民加入了各类体育组织（社团）或活动小组（自

发），其中，社区和辖区内的体育组织人气最旺，有

近５０％的居民加入，但多休闲为主要目的，并是以

晨、晚锻炼为主的分散性小团体，缺乏专业指导。

有４５％的居民认为体育管理部门存在着“重管理，
轻服务”现象；但有８５％的人对社区健身活动团队、
中老年健身组织和社区健身骨干的工作持肯定

态度。

株洲现阶段的社区体育依托点是城市社区组

织或其小区中心，由于芦淞、荷塘和石峰区的大多

数社区是以企业居民居住为主的社区（或村），企业

职工体育管理形式以往多以辖区单位体协为主，但

近年逐渐发展为从行政手段向更适应市场经济社

区管理的方式转变，社区居民正在适应区企共管这

种变化模式，组织活动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

培育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管理方面，体育管理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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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以下两大类服务组织：一是接受政府委

托，承担社会体育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如体育总会

（负责组织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负责业务

管理）等。二是有社会需求、具有社会威望的专业

性服务组织，如各单项运动协会（提供单项运动服

务）、社区体育俱乐部（提供生活体育服务）等。此

两类关键性服务组织中蕴藏着大量的体育专门人

才，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主要人力资源。［５］

　　四　城区体育人口与体育指导员

调查结果显示：株洲城区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活

动不少于３次、每次不少于３０分钟、锻炼强度中等
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３５．５％，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称为体育人口，《２００７年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
炼状况调查》显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为２８．２％）。其中荷塘区达到３６．５％，石峰区
和天元区分别达到３５．８％和３５．２％，芦淞区为
３４．６％。但从调查年龄分布情况，社区的体育人口
基本为中老年人且女性多于男性，比例为６１：３９，这
也反映出目前社区男性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需要

进一步提高。对于社区体育指导员，只有２７．８％的
居民认为本辖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够满足指导

人们健身休闲的需要。有６５％的居民认为社区体
育指导员、组织者年龄偏大，且多以兼职或自愿为

主，导致了对社区居民体育休闲健身的指导率偏

低。从市体育局了解到，株洲市现有在册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约２０００人，真正上岗指导健身工作的不足
３０％。目前株洲城区中老年人自发组成的广场健身
舞队、腰鼓队、太极拳队每天闻鸡起舞，夜幕欢歌，

形成一道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美丽风景线。

　　五　城区万人“广场舞”的兴起

最近几年来，株洲从城市到乡村掀起了一股全

民健身的广场舞热潮，广场舞如雨后春笋般在社区

每一个晴朗的夜晚，每一块宽敞的空地上兴起。广

场舞融入了现代流行舞蹈的元素，体现了现代广场

舞蹈的风格，已成为我市城乡人民普遍喜爱的娱

乐、健身的方式。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体育

品牌，２０１０年，市体育局举办了第一届全民健身“万
人广场舞”大赛，有５０个社区和４７个单位参赛，参
与人数达７０００余人，参演者多为４０岁以上的中年
人，其中不乏鹤发童颜的老者。今年，为进一步推

广广场舞，市委宣传部、市体育局将主办以“全民健

身舞盛世”为主题的第二届全民健身广场舞“万人

广场舞”大赛，目前已在炎帝陵拉开帷幕，各县（市）

区将同时启动广场舞大赛，选拔队员参加年底在市

里举办的决赛，参加人数估计将达 １．２万人以上。
目前株洲的广场舞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如政府引

导不力，部门管理缺位，基础设施滞后和公共场所

开放不够等。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体育公共服务

政策，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拓展城市公共体育休闲

空间时，要适当引导广场舞的发展，让它更加规范。

把市民自发的广场舞真正做活，它将是株洲群众文

化建设的一条捷径和亮点。

社区是城市建设的基础，社区体育是城市全民

健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建设目的是为居民提供方便舒适的体育公共

产品和服务行为。株洲城区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相对匮乏是制约社区公共体育发展的瓶颈。学校

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层度不高及开放时间受到限制，

政府应着力解决学校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安

全”、“管理”、“物耗”三大障碍，提高开放率和利用

率，加快落实部门场地设施的开放政策，推进学校

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进程。政府部门要加强社

区休闲体育建设规划，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的地理环

境、人文环境、公园广场等，建设和完善休闲体育公

共服务设施系统，加大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

应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开展公益性或准经营性的休

闲体育公共服务。应积极发展体育总会、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单项运动协会和社区体育俱乐部等，

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地方特

色的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地方体育

健身品牌，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健身服务项目，

创造更好的健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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