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香村小学（新区）

绿怡小学

新城学校

合肥市第六十九中学

五十中东区

望龙学校

琥珀中学（西区）

华府骏苑小学

凤凰城小学

蜀山小学

嘉和苑小学

合肥市江淮学校

合肥市南岗中学

五十中南区

琥珀中学

蜀新苑小学

翠庭园小学

宁溪学校

庐阳中学

亳州路小学

大杨中心小学

南小恒盛校区

育新小学

钢铁新村小学

南小上城国际

四十五中工业区分校

五一小学

南国花园小学

庐阳高级中学

四十二中中铁分校

跃进小学

十九中学

四十七中学

三十六中学

杏林小学

荣城花园小学

淮河路第三小学

海棠花园小学

18所

20所

13所
芙蓉小学

莲花小学

六十中

习友小学

朝霞小学

锦绣小学卧云校区

方兴小学

临湖小学

五十九中

六十八中

南艳小学

朝霞小学汇林园校区

168玫瑰园学校

庆平希望学校

合肥市六十三中

合肥市兴华苑小学

合肥市七十一中

合肥市七十六中

合肥市园上园小学

新站区三十头小学

合肥市七里塘小学

合肥市竹溪小学

合肥市七十八中

10所

合肥市城西桥学校

合肥市兴园学校

合肥市第二十中学

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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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活动筋骨，
合肥城区125所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合肥的中小学已经开始放暑假，操场、篮球场

等体育设施“闲”了下来，按照相关规定，合肥市部

分学校的体育设施应该向市民“敞开怀抱”，为其

提供锻炼场所。

它们的开放程度如何？你家门口有哪些可以

去锻炼的学校呢？记者进行了探访。

李梅 杨玲 陈璨 记者 沈娟娟/文

【探访】

体育设施“敞开门”，学校准备好了吗？

镜头一：合肥市大通路小学（新漕冲校区）
记得身份证号码就可以进场

晚上18:00，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学校的操

场上散步，数量并不是很多。

“只要你记得身份证号码，进校和出校时分

别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学校门口的一位值班人

员介绍，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也有时间限制，比如5

月~10 月开放时间为 7:00~9:00,16:30~18:

30，11 月-次年 4 月开放时间为 8:00~10:00,

15:30~17:30。

她告诉记者，学校篮球场、田径场、足球场、

排球场及单双杠、肋木健身器材，这些都对市民

免费开放。

镜头二：合肥市六十八中学
老年人爱散步，年轻人爱篮球、足球

“请进入校内锻炼者办理登记手续。”合肥市

六十八中学的门口不仅挂着“定点学校”的牌子，

小黑板上还写着一句温馨提示。

“每天进入校内的老人和年轻人较多，为了

避免闲杂人员进入校内，我们一般要求进校人员

进行简单登记。”一位值班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自今年5月份开放以来，他们发现，老年人大多

带着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或者在塑胶路道上散步，

而年轻人则更青睐校园内的篮球场、足球场。

镜头三：合肥市屯溪路小学
“我们这几乎没有人来锻炼”

“我们这儿只有田径场和足球场，其他的体

育设施都没有。”位于合肥市曙光路上的屯溪路

小学大门紧闭，一位值班人员在听说记者想进校

锻炼时这样介绍道。

他解释，如果市民想要进校锻炼，需要先去

社居委办理相应的卡，才能进入校园。

“平时来学校锻炼的人多不多？”

面对记者的提问，这名值班人员很肯定地回

答：“我们这几乎没有人来锻炼，你可以去附近的

二中，那里是全开放式的。”

记者随后来到屯溪路小学所在的芜湖路街

道兰亭社居委，工作人员表示，想进校锻炼的市

民必须户口在该社居委，携带户口本、照片等办

理健身卡，不需要交费。

镜头四：合肥市五中
市民先得去社居委办张健身卡

走进合肥五中的校园，一眼就能看到《合肥

五中体育设施对社区开放公告》。

在学校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市

民如果想进入学校锻炼，可以首先到社居委去办

理一张健身卡并经学校盖章，再在规定的时间内

进校锻炼。

只要办了健身卡，市民可以免费去田径场、篮

球场、羽毛球场、室外乒乓球场地活动活动筋骨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校负责

人向记者说出了开放让他们难心的事：

“学校不差钱，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最大

的担心就是安全问题，如果锻炼者发生

了意外伤害事故，学校是不是要承担相

应责任呢？而且开放势必对我们的校

园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其实，不少学校也跟我们反映过

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开放体育设施

的学校都安装了监控。”合肥经开区社

发局教体处处长卢钟毓向记者介绍了

这样的做法，给学校装上了监控，有“眼

睛”盯着学校的一举一动，也能在锻炼

者出现意外伤害事故时更好地甄别责

任主体。

“比如，是锻炼者自己的操作问题，

跟学校无关，那学校就不会承担责任

了。”卢钟毓说道。

锻炼者发生意外，怎么判定责任？

“我们在小区里锻炼，有些健身器

材经常会缺胳膊断腿，很长时间也没人

修，学校里的体育设施万一坏了会不会

也无人问津？”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

位正在锻炼的市民觉得，要让体育设施

一直正常“工作”，就得有人为损坏的体

育设施买单。

合肥市芙蓉小学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因为是市级开放体育设施定点学

校，每个学校将可以领到10万元的奖

补资金。

这10万元够不够？记者从合肥市

教育局了解到，在公布对外开放的学校

之前，市政府曾对项目的可行性和经费

进行了调研，经过成本核算，最终确定

了10万元这个数额，“主要用于场地开

放发生的各种费用，比如学校管理人员

加班、卫生保洁、水电费、场地修缮等。”

体育设施弄坏了，该由谁来买单？

记者在合肥市部分小学的校园内看到，体育

设施很单调，只有塑胶跑道、操场等，而与之相比，

中学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更齐全的体育设施。

“如果单纯只是跑跑步，那还不如去家门口

的公园呢，还能多呼吸新鲜空气。”家住合肥市长

江东路附近的市民冯先生很少去学校跑步，相反

他更喜欢学校的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这些运动

还是在专业的场地上更适合。”

也有一些市民建议，中学体育设施更适合对

市民开放，可以增加定点开放的中学数量。

“你看，学校每天开放的时间就四个小时左

右，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确实不太合理。”市民

景小姐告诉记者，早上还好说，起早点锻炼，但晚

上很多学校6、7点就不对外开放了，这个时间要

么在加班要么在回家的路上，连晚饭都没吃，哪

里还有心情去锻炼？

景小姐觉得，既然学校已经开放了，学校可

以大方一点，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能不能适当延长一点？

【思考】

在合肥市蜀山区开放的18所学校中，为了便

于学校管理入校人员，这些学校今年都配备了指

纹识别机，社区居民需要带上证件先到社区办理

登记手续并录入个人信息，然后在学校门卫处触

摸指纹识别机“打卡”入校。

而在记者走访的部分学校，市民也被要求先

去社居委办理相关的健身卡，经学校盖章后才能

进校锻炼。“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给免费锻炼设

置人为的门槛啊？”一位市民对于这样的做法不

太理解，既然免费开放，是否还需要去社居委办

理健身卡，“如果我路过某个学校，想进去锻炼锻

炼，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指纹打卡是否会将市民拒之门外？

中学比小学是否更适合开放？

制图 童珂

设施对外开放，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