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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逐步开放学校室内体育设施
记者了解到，自 2011 年起，合肥市部分学校就开始面向公众开放

校内体育设施，此举也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是合肥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第 7 个年头，学校在开放的过

程中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他们都在尽力克服。”合肥市教育局基
教处一位负责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工作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截至去年底，合肥开放体育设施的学校共有 287 所，其中市级 101
所，县区级186 所，“现在这个数据肯定还有所增加。”

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学校开放的体育设施大多位于室外，且局限
于跑道、操场、单双杠、足球场等，市民希望有更多室内的体育场馆能对
市民开放。“我们也想逐步开放学校的室内体育设施，但室内体育设施
投入很大，一旦开放，费用很高。”相关负责人解释，开放室内体育设施
最先考虑的是费用问题，比如空调、灯光、人员、维护等，如果收费，势必
会增加市民健身的经济成本，甚至会引起市民的不理解。

而且，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市中小学有室内场馆的不多，大多集中
在一些新建的学校，“量太小了”。

未来一张卡能进合肥所有学校锻炼
目前，合肥学校开放体育设施主要是为了满足周边群众的健身需

求，而随着流动性的加大，合肥市教育局也计划实行信息化管理，市
民只要在自己的银行卡、合肥通甚至是门禁卡上加载一项功能，去所

有的学校都能锻炼。
据合肥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透露，无论是通

过登记、办卡还是指纹的方式进校锻炼，所采集到的信息
都是静态的，很难利用，也不具备参考价
值。未来，市民只要有了一张卡，就能在
合肥所有地方刷卡进校锻炼，“也可以直
接将功能加载到银行卡、合肥通甚至是
小区的门禁卡上，学校只要负责操作，
刷卡进校的所有硬件、软件、维护等都
将由第三方负责”。

学校体育设施真的“开放”吗？
合肥市教育局：已有近300家学校开放，正探索一张卡能在所有学校锻炼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学校应当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体
育场馆，公办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是
合肥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第7个年头，截至去年底，合肥已有287所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然而，记者走访省城多家中小学后发现，体育设施开放在学校的“落地”因校而异，场地、时间、进校方式等跟市民希望的“开放”仍有差距，
很多学校遭遇了一些烦恼和尴尬，导致开放体育设施动力不足…… ▋刘亚萍 张王林 记者 沈娟娟

9所学校中有5所工作日“每天开放”
根据合肥市的规定，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等非上课时间

体育设施对外开放，记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走访了合肥稻香村
小学、翡翠路学校、宁溪学校、南门小学桐城路小学、四十五中
芙蓉分校等 9 所中小学，其中 5 所学校明确表示体育设施每天
都向市民“开门”，开放时间大多为学生下午放学后，也有少数
学校会在学生上午上学前开放一个小时左右，给市民一个晨练
的场所。

“每天都开放两个小时，到了双休日、节假日或者寒暑
假，每天开放的时间延长到 4 个小时。”合肥三十四中的一名
门卫告诉记者，在开放的时间内，市民可以去塑胶田径场、足
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室外体育设施和场地锻炼身体。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学校门口张贴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向社会开放公告》上，工作日的开放时间是17：20-19：20，双休
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等开放时间根据季节有所不同，夏季是
15点到19点，冬季是14点到18点。

不过，也有4所学校拒绝了记者的进入。合肥市宁溪学校一名
工作人员说，学校的体育设施只有周末等节假日才会开放，工作日
不对社会开放，“学生是未成年人，首先要保证学生的安全和教学需
求。”

双休日一天只有几个人进校锻炼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即使是每天开放体育设施的学校，

进校锻炼的市民也不是特别多。
4月17日17:55，记者来到合肥市黄山路小学（老区）时，保

卫处要求记者进行登记，在得知记者并未在该校指纹机录入过
信息后，他要求记者填写一张纸质登记表，需要填写姓名、电
话、入校锻炼项目等。

记者在登记表中看到，记者是当日第二个进校锻炼的市
民，而4月16日是周日，登记表显示仅有几个人进校锻炼。

在合肥市南门小学桐城路校区，尽管每天 17 点到 20 点是
开放时间，进校锻炼的市民也屈指可数。学校负责人透露，在
有些学校，体育设施很受欢迎，而另外一些学校的体育设施则
鲜有人问津，“这跟学校的布点可能有关系。”

进校登记方式有的宽松有的严格
“如果想进校锻炼，必须由社区开具证明，录入指纹信息

后，才能进入学校。”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工作人员向记者详
细介绍了进校锻炼的流程，居民必须通过社区证明、录入指纹
等才能顺利进入学校。

不过，在有些学校，进入学校的条件相
对比较宽松，市民只要出示身份证甚至是
填写一张纸质登记表就可以进校。

“其实，我们本来的要求是居民到社区
办理一张卡，到学校来刷卡进入，但社

区积极性不高，让我们直接将信息
填在登记表上就可以了。”合肥
一家小学的负责人表示。

“最担心是安全问题，既怕锻炼者在学校受伤，也怕学生受到不
必要的伤害，这估计也是体育设施开放遇到的最大阻力。”合肥一所
小学张姓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开放过程中，学校在安全、卫
生和设施这三大问题上显得进退两难。

合肥市临湖小学就是一个案例，很多市民为了抄近路把学校的栏
杆都破坏了，最多的时候，8、9根栏杆不翼而飞，对校园的安全构成了极
大的威胁。无奈之下，学校只有开一个小门供市民进出，栏杆才避免

“受伤”。
而合肥经开区社发局一名负责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工作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经常有学校投诉卫生问题，比如去操场上遛狗、孩子玩耍时
随地大小便，乱扔纸屑甚至烟头，“这样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
给学校增加了很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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