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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郑州市体育综合竞
争实力和服务保障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我市年均举办各级各类体
育活动 1000余项，截至 2022年
底，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超
过490万，占常住人口的38.91%。

近年来，我市建成了郑州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了体育公
园 8个，社会足球场 278个，多功
能运动场 135个，智能健身驿站
102个，健身路径 2208条，区县
（市）级全民健身中心 13个，社区
健身活动中心（百姓健身房）138

个，社区健身站点 5012个，全市
86个乡（镇、办）建设了体育健身
工程，覆盖率达100%。公共体育
场馆开放率达100％。

根据 2022年度郑州市体育
场地调查结果，全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 2.49平方米。其中，郑东
新区、上街区、经开区、登封市、惠
济区、航空港区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均达 3平方米以上，拥有各类
体育场地 32395个，体育场地总
面积3192.44万平方米（不含铁路
和军队系统）。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郭韬略/文 郑州市体育局供
图）历时两天的河南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社会组·省辖市组体育舞蹈比
赛，19日上午在洛阳体育中心体
育馆落下帷幕，郑州选手在本次比
赛中表现出色，获得了 4个组别全
部 8个一等奖当中的 4个，另外 4
个一等奖则被东道主洛阳队收入
囊中。

体育舞蹈是本届省运会社会
组·省辖市组最先开始的比赛项
目，共有来自全省 11个省辖市的
87名优秀选手参加角逐，比赛内
容包含了桑巴舞、恰恰舞、伦巴舞、
斗牛舞、牛仔舞，以及华尔兹、探
戈、狐步舞、快步舞、维也纳华尔兹
等多个舞种，根据舞种的不同设置
标准舞A组、B组和拉丁舞A组、B
组共 4个组别。比赛分为预赛、半
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每个组别的
前 5对选手进入决赛，成绩最佳的
两对被授予一等奖。

郑州队此次共派出了 7对选
手参加全部 4个组别的比赛。在
标准舞A组比赛中，郑州队表现最
为抢眼，派出的两对选手叶奂青/
王浏晶、李晓博/吴冰洁囊括了该
组别的两个一等奖；在拉丁舞A组
和B组的角逐中，孙梦晓/孙豪杰、
胡高阳/王韶蕾分别获得一等奖。
此外，郑州选手还获得了 3个二等
奖和 1个三等奖，并获得体育道德
风尚奖。

郑州队领队王伟玲对选手们
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
评价：“有了前期的精心组织和刻
苦训练，队员在比赛中都发挥出了
自己的最高水平，展现了郑州市体
育舞蹈的实力，实现了郑州市参加
本届省运会社会组比赛的开门
红。我们回去以后也会认真总结
经验与不足，再接再厉，在未来的
各项大赛中争取更好的成绩。”

我市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

今年郑州主城区建设200块体育场地

6月19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郑州市以满足群众美好体育生活需求为宗
旨，以“增强人民体质、提升城市品质”为根本任务，立足体育惠民，
做好体育民生，聚焦群众就近健身需要，按照区级、街道级、社区级
三个层次构建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并进一步规范其规划、
建设、运营和管理，加速推进体系建设，提高百姓生活福祉，助力体
育郑州建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陈凯/文 王秀清/图

省运会社会组体育舞蹈比赛落幕
郑州选手收获4个一等奖

加快推进
打造主城区“10分钟健身圈”

今年初，郑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结合 400块体育设
施场地建设任务，构建以区级健身中心
为引领、以街道级健身中心为特色、以
社区级健身中心为基础的郑州市全民
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打造主城区
“10分钟健身圈”。

2023年，郑州市主城区要完成 200
块体育场地建设任务，包括区级健身中
心 4个，街道级健身中心 46个，社区级
健身中心150个，完成项目投资10亿元
以上；到2024年底，在主城区全面完成
400块体育场地建设任务，其中建成区
级健身中心 8个，街道级健身中心 92
个，社区级健身中心300个。

3月 8日，郑州市政府召开了全市
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动员
部署会议，对如何推进全民健身设施三
级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了
明确要求；6月 18日，郑州市召开全民
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建设现场观摩
会，对全市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截至目
前，我市200块体育场地建设选址工作
基本落地，部分辖区已启动项目建设，
各辖区初步核查选址总数 364处，其
中，区级选址8处，街道级选址76处，社
区级选址 282处。6月底前完成今年
200块建设任务的场地选址，8月底前
完成其余场地选址工作，为后续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

郑州市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
务体系建设要与现有路网、公园、
绿地、景观等有效衔接，与人文特
色、城乡风貌有机融合，充分考虑
适宜的服务半径和慢行可达性，
优先选择居民相对集中且体育设
施欠缺的成熟区域，坚持公益性、
突出多功能，在健身中心因地制
宜嵌入文化和生活类公共服务，
打造功能聚合、特色鲜明、舒适便
捷的体育运动新空间。

区级健身中心要结合标准体
育公园建设，优先选择面积不少
于10万平方米的市内公园绿地进
行改建，以运动健身功能为主，兼
具文化、生活服务等功能，室内面
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运动项目场
地设置不少于 10种，室外场地面
积符合国家体育公园标准；街道
级健身中心要以运动健身功能为
主，兼具文化或生活服务功能，室
内面积不少于 2000平方米，运动

项目场地设置不少于5种，室外面
积不少于 2000平方米，运动项目
场地设置不少于5种；社区级健身
中心要以室外运动健身功能为
主，灵活嵌入其他服务功能，室外
面积不少于 1000平方米，运动项
目场地设置不少于3种。

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
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对此，郑
州市将学习借鉴外地经验，探索
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新路子，着力
提升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水
平；建立统一的智能管理平台，运
用“智能设施+智慧管理+大数据”
等模块，实现对健身中心设施、客
流、安全、环境等状况的实时监
管，进一步节约运营成本，提升管
理效能；通过APP、微信小程序等
提高市民查看、预约、使用等的便
利程度；降低老人、儿童、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准入门槛，为群众提
供便利。

显著提升 全市建成社区健身站点5012个

多措并举 构建更高水平三级服务体系

郑东新区街道级健身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