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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记者节第九个记者节

3日，晚报记者节活动一推出，就有
许多热心市民拨打记者电话寻求帮助，
其中，反映最多的是公共健身设施无人
维护损坏严重。随后我们几名记者联
合对我市多个小区安装的健身器材进
行了摸底，发现出现问题最多的是家属
院、小区内安装的健身器材，经记者协
调，部分损坏器材已经开始维修。

晚报记者 李丽君 董洪刚 汪永森
实习生 陈栋 何宏阳/文

晚报记者 周甬 张翼飞/图

“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都坏得不成样子了，已经
好长时间了，记者同志，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忙找找，看
哪里能维修啊？”3日，家住汝河小区的张女士拨打记
者的手机，寻求帮助，让记者赶快到现场去看看。

当日中午11 时，记者来到汝河小区小游园，
看到那里的健骑机没了脚蹬、蹬力训练器缺了
凳面、太极揉推器少了轮子、椭圆漫步机踏板
卡在了地上、椭圆漫步机连接杆拌在了一起、
扭腰训练器只剩中间的钢管……10 多件健身器
材残破不全，有的裂口形成锯齿状，有的地方被
人塞满各种垃圾，可谓处处暗藏“杀机”。“这里
的健身器材是 2000 年装的，后来就没人管过，曾
经还伤过人。”在园内休息的许女士说。

农大社区的居民孙先生也给记者打来电话，
说他们小区的健身器材多数已不能正常使用。

4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来到文化路农大
家属院，住在36号楼的董老太正在跑步机上慢
慢锻炼，跑步机固定在地上的四个角，有三个用
铁丝缠着，其他的器材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记者来到文化路办事处农大社区，听说记者

的来意后工作人员赶快拿起电话联系。从办事
处打到民政局，又从民政局打到市体育局，接着
从市体育局转到金水区小游园指挥部。“小游园
指挥部是安装时设的部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找
不到维修队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5日，文化
路办事处工作人员与记者联系，称他们已经与
学校老干部处联系，修理坏掉的健身器材。

5日下午，郑州市体育局委托维修公司对工
人文化宫附近的健身器材进行了全面修护，对松动
的螺丝重新进行固定，一些健身器材的易磨损部位
进行了加护，无法使用的器材进行了重新安置。

郑州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周朝晖告诉记者：
“社区内的健身器材安装管理相对较复杂，各个

社区体育器材的质量和数量各不相同。”周朝晖
说，部分商品房的健身器材由开发商投资安装和
负责管理，还有一部分是由体彩和福彩安装的。

“由体彩经费安装的，安装时都与办事处签订了
协议，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维修和管理
都归所在社区或办事处。”周朝晖说。

我们分头对我市部分小区做了抽样
调查。我们共调查了2个公园，10个社区，
共15组健身器材。其中3组新安装的完好，
4组磨损较少，其余全部磨损严重。

“谁受益，谁维修”，按照这个原
则，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应该是小区居民
受益，正常应该归社区或街道负责维
修，但是社区和街道办事处是否给予这
个经费呢？记者几经采访没有人给予
明确答复。本是服务市民的健身器材，
不要成了小区的危险地带，我们期待
它们旧貌换新颜。

汝河小区小游园
十几个健身器材，没一个完整的，

处处暗藏“杀机”

农大家属院 多数健身器材不能正常使用，维修部门已不存在

维护问题 健身器材管理相对复杂

记者感言
不要让健身器材成为小

区危险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