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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地嵌入运动场

在成都大运会的带动和“生活体育”理
念的激荡之下，成都将产生更多的创新型
运动商业新空间、体验式文体产业新空间、
一站式家庭消费新空间、服务式配套产业
新空间，而体育作为城市肌理的细胞单元，
将在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中扮演愈发重要
的角色。

商业中心型体育消费示范场景可谓最
受上班族青睐。它们藏在 CBD 聚集的时尚
商圈里，让各位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在上
班、逛街的间隙就可以钻进商场，一边开起
买买买模式，一边挥洒汗水。

“体育+”不是噱头，而是服务，服务于
人的生活场景，服务于商业场景，服务于城
市更新。散发着工业风气息的西村大院，

融集体记忆、地域特色于一体，形成“本质
赋形”的社区美学空间，为城市的多样化生
活提供一种更具当代性的社会容器。傍晚
时分，人们自由地从大院的开放空间进入，
跑步、踢球、散步、聊天、看电影⋯⋯在这个
体育服务综合体，每天出现的人和事就仿
佛一部纪录片，把最真实的都市生活常态
鲜活地呈现在眼前。斑驳水泥、铁锈印记，
一头是百年历史，一头是城市未来。曾经
的二仙桥，高压走廊、铁路专用线将这里

“切割”得七零八落，“工厂生活区”穿插形
成无数断头路⋯⋯如今，老旧片区在城市有
机更新中实现了蝶变重生。因厂制宜形成
多种形式的都市运动中心正在涌现，它们与
鲜活的文创力量一起，装点着城市的肌理。

位于二仙桥片区的萌想星球107文创园便是
一个这样的存在，吾同体育的总部也在此安
家，附近居民家的小孩，经常来这里打球，孩
子训练上课之余，家长们可以在仓库里闲
逛，喝喝咖啡，逛逛家居店，舒舒服服度过一
个下午。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改变城市的运
动空间，都应该植根于市民内心的精神文
化。这种渐进式、可持续的空间更新，吸引
着年轻人的集聚，更容易形成具有活力的社
区文化氛围。

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
福德说：“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最好的
经济模式是关怀和陶冶人。”正在兴起的体
育新空间，正让成都的“慢生活”和市民“乐
活”的生活状态，得到更淋漓尽致的体现。

今年年初，《成都市户外休闲运动总体规
划》发布，这是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户外休闲运
动专项规划。结合了成都自然资源禀赋的体
育新空间，也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上新。

在桂溪生态公园里，有一家国际板式网球
中心。郑女士是这家球馆的会员，经常约着三
五好友打球，“因为离家近，有绿道连通，也不
怕晚。”郑女士以前在上海居住，“以前小区楼
下就是公园，健身非常方便，现在来成都定居，
才发现这里的运动空间完全不输上海。”

板式网球是结合了网球与乒乓球的一
种新兴体育运动，今年3月，鲁家滩潮玩运动
公园投入运营，这里建有目前全国乃至全亚
洲最大的板式网球中心。运动公园还与欧
洲一线网球品牌，共同打造板式网球沉浸式
装备体验店。而除了体验新兴时尚运动，还
能在公园的极限运动泵道上打卡陆地冲浪，
晚上甚至可以在星空下的金马河畔露营，感

受公园城市的浪漫与惬意。去年底，温江区
成为全国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而鲁家
滩沿线则是最具“运动流量”的一条健身路
线，该公园项目正式开放后将陆续开展研学
季、露营生活节、鲁家滩亲子定向赛、户外运
动夏令营、全民健身消费节等。

同样收获惊喜的还有曾经的皮划艇世
界冠军赵晓俐，她如今在锦城公园里经营着
一家皮划艇俱乐部。“以前理解的绿道就是
跑步圣地，见到锦城湖的那天，我非常兴
奋。”她用“情怀”相中了锦城湖，“这么好的
湖面没有水上运动就太可惜了。”作为天府
绿道上的一颗明珠，市民休闲和跑步爱好者
心中的“夜跑圣地”，赛艇、皮划艇和桨板等
水上运动也接踵而至，让锦城湖呈现出运动
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的景致。

谁能想到全川最大的沙滩排球场，也藏
在成都的一座公园里？家住锦江绿道江滩

公园附近的张伟常常来这里打卡，“6200 平
方米的沙滩，一眼望过去，那便是我心中的
海。”在沙滩排球场上挥洒汗水后，还能扎进
3000平方米的无边游泳池恣意遨游⋯⋯

伴随着公园城市的生长，各种为人们所
喜爱的运动空间应运而生，新潮的运动方式
与多种业态跨界，构成了城市公园型体育消
费场景。注重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绿带建
设，历来都是被世人认可和称道之处。换言
之，体育与生活、与城市、与社区本就是融合
在一起的。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以公园、绿地为代
表的绿色开放空间不只是土地利用方式和
城市环境治理，更是反思人居环境和城市发
展的方法，“人们利用各种城市空间进行运
动，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城市空间的
运动功能，即整座城市都可能成为体育的空
间和载体。”

绿道新空间 将运动融化在生活里

如果有什么事，能让你忘却生活的不如意，酣畅淋漓的运动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在公园城市，运动空间举步可就，去寻“微更新”、见“新变化”，正成为成都幸福生活的一种表现。
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提出“城市空间体育化”或者“绿色用地的运动空间化”的命题，即体育场地设施并非

独立建设，而是基于城市自身的空间用地或绿色用地，将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空间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以满足
普通民众各种非正式的户外体育运动需求。

体育场地不应只是地标，更多的是生活，是生活世界中的仪式之地。

体育+ 让综合体文创园更接地气

记者：体育新空间的概念是什么？相比
于传统的体育空间，它新在哪里？

柳伟：体育新空间是体育要素与城市金
角银边、商业综合体、自然景区、城市公园等
存量空间融合所形成的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体
育需求的新型载体。它的“新”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载体多样化，体育新空间的建设不
再局限于体育场馆；

二是建设主体多元化。公建公营、公建
民营、民建民营等多种建设运营方式并存；

三是业态布局新，体育新空间多为拥有
多种复合业态，满足多种服务需求的体育综
合体；

四是吸纳的运动项目新，城市新兴运动
项目开始入驻，如 VR 虚拟运动、橄榄球、冰
壶等；

五是运用的技术手段新，数字技术的应
用为消费者打造别具一格的虚实结合场景，
使体育参与的互动性更强，更趋于智能化、个
性化。

记者：如何让作为体育新空间的都市运
动中心，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内在本质需求？

柳伟：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服务周边
群众健身休闲和消费新需求：尽量布局在人
流密集、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的园区、商
区、户外运动休闲场所等区域，嵌入都市“15
分钟健身圈”；引进更时尚、更具消费力的体
育产业新业态，推动各类运动项目、休闲娱乐
设施、大健康服务和运动周边零售等商业业
态融合发展，在保持场馆功能性、社区文化和
商业属性的基础上，打造满足周边居民“举家

运动”需求的一站式服务综合体；促进体育场
馆智能化、智慧化升级，优化市民的运动、观
赛体验，运用智能技术获得运动监测数据，分
析动作标准化程度，提升锻炼完成质量；立足
于消费升级促进城市更新，融入周边社区生
活与城市消费商圈，在平衡公益性和经济性
的基础上进行场景化的改造升级；突破传统
体育场馆运营思维，充分连接政府和周边社
会资源，积极推动政社商学等多元主体协调
发展。

记者：体育新空间既是运动场景，也是消
费空间。对于那些体育服务综合体而言，政府
如何介入和扶持？运营管理模式如何创新？

柳伟：近年来一系列鼓励体育服务综合
体建设发展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体育服务综合体的新建、改建项目，
但因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营运风险高，
民间资本对于参与体育综合体投资多处于观
望状态。为此，政府尤其需要在投融资优惠、
税收补贴、土地与运营等方面加强扶持力度。

成都目前已认定包括双流体育中心、四
川国际网球中心等体育场馆型，成都融创文
旅城、西村大院商业空间载体型和凤凰山体
育公园、成都麓客岛等户外运动休闲空间型
体育服务综合体。客观而言，体育服务综合
体的运营管理模式应根据其所处区位、价值
定位和承载的功能进行针对性设计。例如针
对商业空间型体育服务综合体，灵活分配体
育服务项目与娱乐、文化、餐饮、零售、商业等
业态的比例，实现以商养体，以体促商。

记者：现在有很多体育公园的规划落地
运营，但实际上很多公园的后续运营压力不

小，如何让体育公园可持续发展？
柳伟：促进体育公园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需从规划、建设和运营等方面通盘考虑。
一是在建设前期要做好公园的定位与体

育项目的规划，综合考虑人口、文化、环境、地
形等因素，因地制宜明确体育公园的主题特
色；常规性的体育项目空间依照项目竞赛要求
进行规划设计，如需要争取财政支持，在实施
中最好提前规划当地重点发展的运动项目。

二是要以生态保护为引领，广泛使用清
洁能源，利用高科技智能设备，尽量减少体育
公园运营中所带来的各种污染。

三是优化公园运动空间，扩展服务内容
与范围。引进例如飞盘、腰旗橄榄球等新兴
潮流运动，通过赛事活动引流，提升体育公园
的人气。

四是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一方面，
政府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提供保障，持
续跟进体育公园建设项目的财政支持，增强
居民参与健身的获得感、幸福感；另一方面要
吸引社会力量入驻，将体育公园打造成为体
育俱乐部、体育社团重要的活动平台。

记者：未来“体育新空间”发展，有什么样
的趋势？

柳伟：一、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需
求倒逼转型发展，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体验
需求，提供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的体育及
相关服务；5G、VR、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数据应用将成为体育新空间的重要抓
手，推动体育新空间的数智化升级。

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全生命周
期。作为城市地标，体育新空间的核心价值

不仅体现在商业价值上，在规划、建设和运
营的全过程中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努力提升城市宜居指数，推动城市体育品牌
塑造。

三、跨产业、跨领域融合成为常态。赛事
活动、体育培训、健身休闲与科技、商业、文
化、教育、旅游等业态相互赋能，协同发展；随
着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体育需求、消费空间、
城市面貌等交织互动，体育新空间的功能价
值得到拓展。

四 、场 景
营造和创新设
计 成 为 重 点 。
抢抓场景时代
机 遇 ，针 对 消
费者的实际需
求 ，优 化 竞 赛
表 演 、健 身 休
闲 、社 交 娱 乐
等多维空间形
态，积极推进产
品创新、技术创
新、组织创新。

五 、多 方
主体协同合作
成为主流。体
育空间建设营
运由政府全包
已不适应现实情况，应尊重市场规律，倡导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政社商民等多方共赢。

（柳伟：成都体育学院天府国际体育赛事
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城市的主题公共空间，体育公园的
核心绝不只是建设一个公园，而是通过这个
公园聚集人流，继而创造一种符合城市精神
的有个性的城市活动和生活方式。

体育公园在设置活动内容上，需充分考
虑到当地群众的运动喜好，促进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交流。体育公园在进行选址时，首先
要保证交通便利，同时通过以建设体育公园
为契机，改造一些不良用地，提升土地及其周
边地区的价值。

在欧洲，有些国家热衷于将废旧厂房改造
为适合青少年的运动场馆。丹麦奥尔堡市的
Streetmekka运动实验室，将各种活动与可以为
其提供基本条件和可能性的空间联系起来。在
实验室所在的翼楼，安排了类似舞蹈排练厅、录
音工作室这种对于实用性和声学条件有要求
的空间。而室外空间，则是一个包含健美操运
动场、跑酷跑道与攀岩石的巨大街道空间。这
个“运动场”在充分维持其工业特色的同时，也
鼓励使用者尝试新的活动与社交形式，创造一
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街头实验室”。

荷兰在连接荷兰代尔夫特和斯希丹的一
段高速公路上，建设了Willem体育公园。该体
育场位于高速路上方6米，最引人注目的是隧
道两侧打造的混凝土篷结构——形成了实现隧
道顶体育场的足够大的表面。这些遮篷之下有
停车场、室内运动、棒球和板球的场地。主建筑
内有运动大厅、更衣室、舞蹈与芭蕾厅、餐饮
区。建筑不同层次之间的“盘旋”，形成了相应
转换区。为了保证场地安全，缓和风带来的不
利影响，设计方用欧洲最大的帆布制成幕布把
场地包裹起来，并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呈现彩色

“像素”的新产品，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
Regent'sPark原为英国皇室专门用来狩猎

娱乐的猎场，后来成为伦敦最大的户外运动公
园，先后建成环园步道、足球场、曲棍球场、橄
榄球场、垒球场、板球场等体育设施。公园内
部各种设施是经过百年逐步发展而形成，这
要求公园的建设要注重与周边景观的自然结
合，里面体育设施多围绕现有的湖泊、大草
坪、山坡等构建，因地制宜，既不破坏公园原
有的建筑风格，又将体育项目融入到公园中
去。公园的建设由政府主导，公益属性较高，
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并进行简单的维护管理，
这也是欧洲传统户外运动公园的一般现状。

大桥下、天台上
运动空间大隐隐于市

成都西村大院全长1.5公里的空中跑道是该区域的地标，也是“夜跑族”的聚集地

凤凰山街道梧桐健身广场

“以前这里是一片废弃的场所，因为
社区居民对健身空间有着强烈的需求，于
是街道搭建了‘院落——社区——街道’
三级社区提案平台，社区规划师、党员骨
干、居民代表、自组织、专业公司等共同组
成项目议事小组，最终确定以凤凰山立交
桥下闲置空间为打造场地。”凤凰山街道
梧桐健身广场的工作人员说。梧桐健身
广场是凤凰山街道自筹资金，利用凤凰山
高架桥下的“金角银边”，为辖区居民打造
的“家门口的运动空间”，占地面积 2312.6
平方米，现已建成一片近标准的篮球场地
及多片排羽、乒乓球场地。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这里，
卫生间、饮水补给点、智能储物柜、免费医
药箱一应俱全。对于金牛区凤凰山街道
的居民来说，梧桐健身广场已经是个热门
打卡点，每到周末、节假日，这里便上演着
各种“精彩赛事”。

健身广场不仅满足居民的健身需要，
还定期举办社区体育赛事、健身指导活
动、体育沙龙、健康公益筛查等公共活
动。如今引入了专业机构进行长效维护
和自我“造血”，划分免费时段、低收费时
段、社会化时段，让居民能够有专业的运
动空间，同时也让健身广场得以可持续运
行。2022年，像这样的社区运动角在成都
新建了不少，包括成华区双桥子立交桥下
的 T 立方·社区篮球公园、利用区政府办
公区闲置绿化带打造的郫都区市民体育
公园等。

而不久前刚刚亮相的 T 立方金沙天
空森林体育公园则另辟蹊径，将运动场
景建在了“空中”。成都公交集团利用金
沙公交枢纽站停车楼楼顶空间，打造了
全国首个城市公交天空森林体育公园项
目，占地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包括 2 个
标准篮球场、2 个五人制足球场、1 个街舞
场馆、1 座综合运动馆、400 米全民健身步
道以及 200 米专业级跑道等⋯⋯抬头是
高楼和天空，平视是活力无限的足球运
动场，这一幕实际是在楼顶！“运动上天
台，很新潮，风吹过来很舒服。拍拍照、
喝喝咖啡也挺惬意。”常常来这里跑步的
刘乐川说。

由于“身处”公交枢纽站，这个“天台
上”的体育公园还是成都交通最便利的体
育公园。除了数条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可
直达，还有地铁 4 号线、7 号线接驳，市民
打完球再也不用担心赶不上回家吃饭了，
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体育公园，来了一场

“梦幻联动”。

Willem 体育公园由上、下两部分构成，
隧道顶部为露天体育场

兴隆湖绿道健身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