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长沙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2024—2025年）》的通知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长沙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年）》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长政办发〔2024〕 13号

CSCR—2024—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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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5年）

为贯彻落实《体育总局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

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体群

字〔2023〕 78 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进一步推动群众身边

健身设施建设的通知》（建办城〔2023〕 2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开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

活动为切入点，统筹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新长沙贡献体育力量。

二、目标任务

到 2024 年底，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2 平方米以上；到

2025 年底，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区县

（市） 至少建有 1 个公共体育场，或田径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

公园、公共体育馆 （以下简称“五个一”），公共健身设施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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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使用效益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三、工作内容

（一） 实施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

要按照“平急两用”原则，推动本区域至少建有“五个一”中的 1

个公共体育设施。深入组织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

动计划，引导支持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全

民健身补短板项目建设。支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利用工业厂房、

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既有建筑空间，依法依规改建体育设施。

立足于现有公园实际实施改扩建，植入一批体育运动设施，在新

建城区优先布局、合理确定体育公园建设规模。到 2025 年底，全

市新改建体育公园 8 个以上。（牵头单位：市体育局，责任单位：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二） 实施“国球进社区”活动。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要组

织辖区街道 （乡镇） 和职能部门，摸清属地社区 （小区） 健身设

施短板和居民健身需求，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精

美城乡建设等工作，因地制宜推动在社区闲置空地、城镇老旧小

区公共场地、城市“金角银边”中配建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多样

健身设施，面积较大的场地可配置非标准球类活动场地。建立“十

四五”期间项目实施清单，将健身场地设施配置类型、数量分步

纳入年度实施计划。到 2025 年，全市配置“国球进社区”的社区

占比不低于 60%。（牵头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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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体育局、市人居环

境局）

（三） 实施“国球进公园”活动。全市各级城管 （园林） 部门

和相关公园主管部门要以“国球进公园”活动为抓手，强化资源复

合利用，积极拓展现有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的体育功能。梳理公

园绿地和城区高架桥 （立交桥） 下公共空间，结合现有资源条件、

安全环境等因素，建立“十四五”期间项目实施清单，并分步纳

入年度实施计划，合理配置乒乓球台等健身器材、健身步道、室

外运动场等体育设施。到 2025 年底，全市配置“国球进公园”的

公园数量达 30 个以上，复合利用高架桥 （立交桥） 下公共空间改

造体育设施 17 个。（牵头单位：市城管局，责任单位：湖南湘江

新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林业局、市体育局、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

（四） 推动水上健身运动设施建设。全市各级体育部门要会同

自然资源规划、水利等部门，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破坏生态

环境、不妨碍行洪和供水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公园景区水域、

江河湖泊、河滩等区域，建设一批公共水上运动设施。挖掘各区

域内自然水域资源，以游泳、龙舟、桨板、帆船、赛艇、皮划艇

等项目为重点，改造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管理运营包括水上健身设施在内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引导水上

体育产业发展。到 2025 年底，全市新增水域运动面积 200 万平方

米以上。（牵头单位：市体育局，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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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

局、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五） 开展健身步道体系建设。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要统筹

调度本级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水利、文旅广电、

城管等部门资源，按照“统筹规划、以找代建、因地制宜、突出

环保”原则，利用辖区内既有古道、景区游道、公园绿道、森林

林道、沿江步道等资源，规划建设健身步道、登山步道、骑行步

道等潇湘健身步道体系。到 2025 年底，全市新增各级各类健身步

道 1800 公里以上。（牵头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市

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六） 开展新建居住区体育设施配建。全市各级自然资源规划

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方

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3 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与

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不得挪用和侵

占，积极打造群众身边的体育生态圈。（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七） 推进智慧化健身设施建设。以市区为重点，结合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建设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或装配式

智能健身房。到“十四五”末，全市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达 400 个

以上。（牵头单位：市体育局，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八） 实施健身设施提质增效行动。全市各级体育部门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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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乡老旧损毁公共健身设施的维修、改造和更新力度，积极推

进社区健身设施夜间“点亮工程”。鼓励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配备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等设施设备，保障群众健身安全。推动

体育系统管理单位、公办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 2025 年底，向社会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公

办学校占比不低于 60%。（牵头单位：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责任

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市总工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四、有关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凝聚各

方力量，全面推进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共同商议健身场地选址、建设类型、规模等事项，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良好局面。公共健身场所新改建项目，应当配置适老化和

适儿化健身设施，满足“一老一小”人群的体育健身需求。

（二） 明确职责分工。由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作为提升行动

责任主体，健全工作机制，调动各方资源，抓好组织实施。全市

各级体育、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城管、人居环境、

教育等部门按照工作职责，积极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市体

育局牵头负责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统筹指导全市健身场

地设施配建工作；市发展改革委积极支持体育项目建设，做好项

目和资金争取工作；市财政局负责统筹保障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资

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既有住宅小区和城市

“金角银边”健身设施改造、配建工作；市城管局负责统筹指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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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改建公园、既有公园和高架桥 （立交桥） 下公共空间健身设

施改造、配建工作；市人居环境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涉改城镇老

旧小区健身设施改造、配建工作；市教育局负责统筹公办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工作。

（三） 有序组织实施。以涉改城镇老旧小区和列入开放共享的

公园绿地为重点，围绕构建社区“15 分钟健身圈”目标，由全市

各级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体育、城管、人居环境等部

门结合实际制定“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实施项目库，优先

安排具备条件、积极性高的城市社区和公园先行先试。

（四） 加强资金保障。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利用好现有资

金渠道，加强项目资金整合，发挥好财政资金示范引领作用。积

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实施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

程。统筹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等多种资金渠道支持健身设施配置。

积极拓展资金来源，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

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五） 加强用地保障。全市各级体育部门要积极协同自然资源

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城管 （园林） 等部门，通过盘活城市空闲

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倡导土地复

合利用等方式挖掘用地空间，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合理利用工业厂

房、商业用房以及公园绿地、市政用地闲置资源配建健身设施。

（六） 落实管护责任。全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城管（园林）、

体育等主管部门要建立产权清晰、管理单位明确、可追溯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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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档案资料，指导管理单位做好日常维护管理，督促产权单位

定期对设施器材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及时更新维护，满足群众正

常使用需求，杜绝安全隐患。健身设施运维管理经费要纳入管理

单位年度预算予以保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健身设施的运营和

维护。

五、本方案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附件：1.长沙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目标任务

2.“十四五”长沙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项目指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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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目标任务
单位：平方米

单 位

湖南湘江新区

芙蓉区

天心区

开福区

雨花区

望城区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市

全市合计

2022年数值

2.03

2.22

2.01

2.54

2.31

2.63

2.41

3.23

2.70

2.48

2023年数值

2.16

2.26

2.77

2.99

2.61

3.24

2.79

3.3

3.23

2.77

2024年目标

2.59

2.53

3.10

3.35

2.92

3.73

3.21

3.80

3.71

3.22

2025年目标

2.83

2.76

3.38

3.65

3.18

4.10

3.53

4.17

4.09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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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四五”长沙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项目指导目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全市合计

单 位

湖南湘江新区

芙蓉区

天心区

开福区

雨花区

望城区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市

全民健身中心

（个）

2024年

目标

1

1

1

3

2025年

目标

1

1

1

1

4

体育公园

（座）

2024年

目标

1

1

1

1

4

2025年

目标

1

1

1

3

健身步道体系

（公里）

2024年

目标

150

100

100

150

100

150

100

100

100

1050

2025年

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00

水上运动设施

（万平方米）

2024年

目标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80

2025年

目标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0

国球进社区进公园（处）

国球进社区

2024年

目标

41

24

26

32

42

12

31

8

12

228

2025年

目标

41

24

26

32

42

12

31

8

12

228

国球进公园

2024年

目标

2

1

1

2

2

2

2

2

2

16

2025年

目标

2

1

1

2

2

2

2

1

1

14

立交桥（高架桥）

下空间改造（座）

2024年

目标

4

2

1

2

1

10

2025年

目标

3

1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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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有关部门，长沙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