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今年暑假我省、
我市超过万所公办学校体育
场馆向社会开放，去年，信宜
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启动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
放工作，实现体育资源共享
共用，本着“统筹推进、有序
实施、安全为重、公益服务”
的原则，从去年始便打造近
100所示范性学校，率先向社
会开放。我市各地学校按照

“成熟一个，开放一个”的工
作思路，陆续开放具备条件
的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正
值暑假，多地学校明确免费
开放体育场馆，受到市民的
广泛好评。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
段。近年来，我市无论是从

“村 BA”“村超”“扒龙舟”等
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火热出圈，还是各地马拉
松比赛等等，诸多社区健身
场馆预订爆满，都不难看出
全民健身需求之高涨、参与
人群之广泛。

前年国家体育总局等多
部门发起的“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提升行动”明确了三个
方向：扩大健身设施增量、提

升健身设施质量，以及用好
健身设施存量，最大限度利
用学校设施正是用好存量的
探索。早在2017年，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就发布了关于
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
放的实施意见，明确有效缓
解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体
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
矛盾，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
繁荣发展。在此背景下，我
市城区祥和中学、愉园中学、
愉园小学等率先开放学校游
泳池以及各种体育场所值得
肯定，各县（市、区）还有不少
的学校也在暑假开放运动场
所。这些学校尝试实施“一
场两门”开放服务，有利于充
分发挥学校体育资源对推进
全民健身运动的积极作用，
受到群众的好评。

与此同时，可喜的是，还
有一些地方探索“逆向”共
享。例如一些中心城区学
校，面对原有的体育面积满
足不了学校体育教学的需要
的问题，打破学校体育用地
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与社区
共享足球场、篮球场等运动
场馆。无论如何，底层逻辑
是打通共享。而正如大学校
园开放餐馆类似，共享背后

关于管理和安全的隐忧必须
提前应对。例如，政府有关
部门要求体育设施开放学校
应具备健全的体育设施安全
管理规范、完善的安全风险
防控机制与应对突发情况的
处置措施和能力。信宜等地
对于推动安全隔离改造、规
范日常管理、加强设施维护
等方面都做了要求，包括对
开放时段、时长、预约方式及
各项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公
示等。此外，还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建议，可创新运营
思路，尝试市场化运营，探索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
开放工作交由第三方机构进
行统一管理，保证场地和设
备有序、合理共享。

笔者认为，开放学校场
所的管理要求可参照信宜市
的做法。进入人员在开放时
间段可凭有效身份证件进入
操场，年龄较小的学生须在
家长陪同下进入，社会团体
须提前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预约，签订入校活动《承诺
书》，《承诺书》中要明确学校
非过错安全免责条款，获审
批后在允许的时间段有序进
入不得干扰影响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入校体育锻炼及活
动时，应本着“安全第一”的

原则，正确规范使用操场内
各类器械，不做危险、违规动
作，并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选
择适宜的运动项目。禁止在
操场内开展宣传广告及各类
营利性培训等活动。自觉遵
循学校运动场地管理规定，
服从现场人员管理，在规定
开放区域内活动。未经学校
工作人员同意，不得擅自进
入教学区、办公区、学生公寓
等非开放区域。机动车、自
行车要在校外规范停放。

文明幸福城市的最重要
指标是人民健康。从桥下建
起运动公园，到各个大小公
园化身体育园区，再到“15分
钟健身圈”遍布城乡，有目共
睹的是我市多地不断回应公
众需求，强化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见缝插
针式打造健身“金角银边”，
为广大群众提供了更便利的
体育锻炼选择。从学校开
始，不断探索支持具备条件
的地方开展机关、企事业单
位体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
放，这些利国利民举措，值得
更多期待。

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为
我市 2026 年省运会造势加
油，为全民健康添砖加瓦，我
们人人支持，不遗余力。

开放学校体育资源
为全民健康添砖加瓦

王如晓(市区)

“重新出发”
图/文 王成喜 杜燕盛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
年的高考录取结果已逐渐
出炉，一封封大学录取通
知书飞往千家万户。社交
媒体上，同学们有的晒出
金榜题名的喜悦，也有的
有些失落、咨询起转专业
等问题。实际上，得意也
好，失意也罢，高考绝非奋
斗的终点，而是一段新生
活的起点。站在大学的门

口，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前方还有更多风景。

重新出发，需要“归
零”的勇气、面对挫折的韧
性。人生不会因为一场考
试的成功就永远顺利，也
不会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
而坠入谷底。正确对待一
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
养尊，受挫而不短志，是成
长路上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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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并“茂”，好心闻“名”。
当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
组将“全国文明城市”的牌匾授予
茂名时，这座曾以石油化工闻名
的南方城市，向全国展示的不仅
是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更是一
份延续千年的精神传承。从“中
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的“唯
用一好心”，到今日街头巷尾涌现
的凡人善举，我市的文明创建实
践说明，真正的城市文明，应当是
形 神 兼 备 的 有 机 统 一 ，既 要 塑

“形”，更要铸“魂”。

我市的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
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的特色之
路。如今的茂名，211 公里健康步
道如绿色动脉贯通城区，1560个老
旧小区完成华丽转身。在茂南区
新华街道化工厂小区，曾经杂草丛
生的角落变成了小花园，坑洼的路
面铺上了平整的沥青。这些看得
见的变化背后，是我市有关部门的
持续发力，更是无数普通市民的积
极参与。75 岁退休老干部吴学基
主动成立业委会，推动“问题小区”
变身“幸福家园”；80岁的许怀光老

人20年如一日义务打扫卫生，用扫
帚书写平凡人的坚守，用最朴实的
行动诠释着城市主人的担当。这
也证明了，当文明创建真正成为市
民的自觉行动，城市就能获得生生
不息的发展动力。

我市文明建设的独特价值，在
于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
创造性转化。我市将冼夫人文化
中的“好心”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融合，培育出独具特色
的城市文明生态。在迎宾社区，
李阿姨身兼交通劝导、垃圾分类

督导数职，践行“文明创建没有旁
观者”的理念；在信宜贵子镇，村
干部刘名芳深夜冒雨巡查，及时
转移受山体滑坡威胁的群众；“广
东好人”林志军勇救 5 名落水者，
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这些新时
代的“好心人”，这些新时代的“好
心”故事，让这座城市的文明建设
既有历史深度，又有时代温度。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了新的
生命力，“好心之城”也涵养了越
来越多的“好心人”。

“好心”二字已成为我市鲜明

的文化符号。在茂名大道，“好心
茂名”徽标雕塑巍然矗立；露天矿
生态公园里，昔日的矿坑蝶变为
美丽的“好心湖”；200 多个“好心
公园”“好家风公园”遍布城乡；24
小时开放的“好心书屋”让书香浸
润城市每个角落。这些文化地标
不仅是城市景观，更是文明传承
的载体，它使“好心精神”从历史
典籍走进了现实生活，从城市景
观融入了市民心灵，将文化基因
转化为了治理资源。

站在“全国文明城市”的新起

点 上 ，我 们 应 以 归 零 心 态 再 出
发。文明创建不是一场运动，而
是一场持之以恒的幸福接力；不
是简单的环境整治，而是对城市
灵魂的滋养与塑造。我们的城市
文明需要全体市民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的自觉，需要每位市民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城市文
明，像珍惜自己的名誉一样珍惜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唯此，我们
生活的这座城市才能真正获得持
久的发展动力，“好心之城”才能
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文明是一场持之以恒的幸福接力
陀宇（高州）

文明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