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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体育局文件

郑体〔2016〕63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教（文）体局（武管中心）及有关单位：

依据《全民健身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务院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6〕

37 号）、《河南省体育发展条例》、《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13年试行）等国家法规政策及相关技术规范，按照《郑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郑政办〔2016〕41 号）要求，制定郑州市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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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

根本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依法治体、确保基本、

多元互促、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通过立体构建、整合推进、动

态实施，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产业链、生态圈，提

升全民健身现代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县域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

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更高层次

的需求，制定结构合理、内容明确、符合实际的基本公共体育服

务标准。加快建设水平较高、内容完备、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

区）三级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

圈。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平方米以上，平均每万人

拥有足球场地 0.5块以上，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严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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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建全民健身设施，逐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地域、

城乡和人群间的均等化。加强和规范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提高

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管理水平，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增强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效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

（一）城市国际化。中心城区要以国际化为引领，以实

现部分区域和领域现代化为目标，2018 年底前完成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包括 6万座体育场、1.6万座体育馆、3千座游泳馆）、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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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民健身中心、北区市民健身中心、东区体育公园项目建设并

投入使用。市内各区要统筹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全民健身广场，

至少规划建设一座能够承办全国比赛或国际单项比赛及训练的

场馆，以增强城市的内涵和品质。城市社区要充分利用公园、街

心花园、绿地等区域建设便民利民的活动场地。鼓励社会力量多

渠道、多层次新建或改造旧厂房、仓库、废弃厂房等用于体育健

身，建设小型化、多样化的活动场馆和健身设施，建设“15分钟

健身圈”。

（二）县域城镇化。结合城镇化发展形势，按照配置均衡、

规模适当、方便实用、安全合理的原则，推进县级公共体育场、

体育馆、游泳馆等中小型场馆和全民健身中心、健身广场的建设

速度，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新市镇公共体育设施，街道办事处、

社区升级改造多功能运动场、笼式足球场、健身路径等，扩大场

地规模，增强全民健身的意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

（三）城乡一体化。要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为目标，结合乡镇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升级改造室

内、外乡镇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施

为基础，结合区域特点，丰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健身路径

全覆盖。

三、建设的基本内容及标准

（一）小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建设规模应以辖区人口为基本依据，兼顾人口密度、经济、

地理、交通和服务半径等合理布局，服务人口 3-5万人。

2.每个项目建筑面积为 2000㎡左右，至少可以长期开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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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育活动项目。

3.大空间运动单元场地尺寸建议为 40m×24 m，净高不低于

7m，可以满足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武术、体操等项目

转换使用。

（二）中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建设规模应以辖区人口为基本依据，兼顾人口密度、经济、

地理、交通和服务半径等合理布局，服务人口 5-10 万人。

2.每个项目建筑面积为 2000㎡-4000㎡左右，至少可以长期

开展 7个体育活动项目。

3.大空间运动单元场地尺寸建议为 48m×34 m 左右，净高不

低于 7m，主要以球类活动为主。该大空间运动单位按照两个标准

篮球场地设置，大空间运动单元功能转换可以是一种球类项目转

换，也可是两种球类项目组合形式上的转换。可以满足球类、武

术等项目转换使用。

（三）大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建设规模应以辖区人口为基本依据，兼顾人口密度、经济、

地理、交通和服务半径等合理布局，服务人口 10万人以上。

2.每个项目建筑面积 8000-12000 平方米，至少可以长期开

展 12个体育活动项目。

3.大空间运动单元综合运动场地尺寸建议为 48m×40 m 左右

或以上，净高不低于 7m，主要以球类活动为主。该大空间运动单

元可以是一个或两个标准篮球场地设置，大空间运动单元功能转

换可以是一种球类项目转换，也可是两种球类项目组合形式的转

换。可以满足球类、武术、体操等项目转换使用，

（四）乡镇体育健身工程（乡、镇级）

http://2016.sina.com.cn/bk/
http://2016.sina.com.cn/vb/
http://2016.sina.com.cn/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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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规模：室外健身场地面积不小于 1500㎡，乡镇综合

文化中心（站）提供一处不小于 150㎡的用房（有条件的乡镇可

以按照小型全民健身中心规划建设）。内容涵盖有 1个带看台的

灯光篮球场地（看台数量不超过 300坐席）；1片综合健身场地（场

地不小于 500㎡）；1处室内健身用房（用房面积不小于150㎡）。

2.建设要求：室外健身设施必须符合“3+X”。“3”是指必备

的 3种室外健身设施，“X”是指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的室外健身

设施。

3.可选的室外健身场地项目：（a）球类场地：篮球、排球、

足球、门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b）广场类场地：

广场舞、武术、太极、健美操、轮滑；（c）步道类场地：跑步、

健步走；（d）器械类场地：健身路径。

4.室内健身设施：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室内配置跑步机、动感

单车、力量型综合健身器械、乒乓球台、台球桌等健身器材。

5.其它要求：a.水平照度不低于 150lx。b.有条件地区，可

以增设围挡，可以将健身场地建成风雨棚球场。

（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行政村）

1.选址：努力做到布局科学合理，统筹兼顾。尽可能充分利

用村级公共土地，村级文化大院，村委会等产权明晰的场所，对

原有场地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应以硬质地面为主，改善体育设施

建设。

2.室外项目：室外健身场地面积不小于 680㎡。建设内容包

括篮球场和健身路径。

3.室内项目：可与农村文化大院、活动中心、康健中心相结

合，统筹规划建设，合理配备房间器材，确保设施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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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1.选址：重点安排在中心城市社区（人口集中的小区、公园、

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

2.项目建设标准及设施配备：城市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建设，

用地总面积为 740平方米，设施配置可以满足 3种以上健身项目

使用，场地四周有高度不低于 4米栏网，可以配置地埋式篮球架、

五人制足球门、羽毛球架、灯光等设施，如条件允许可安装室外

全民健身路径器材和室内健身健身设施。

（七）户外体育健身设施

1.户外健身设施是指利用公园、绿地、水域（江、河、湖、

海）、山川、广场、街心花园等自然地形、地质和景观条件，建

设户外运动场地，开展群众健身活动的体育设施。

2.基本建设内容包括户外运动场地和附属设施。

3.应根据地区自然地形、地质和景观条件，民族、民俗、民

间传统文化，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建设不

同类型的户外体育设施。具体分类详见表 1。

4.可以结合体育公园、生态廊道等建设球类、场道类等综合

类户外健身设施,为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创造环境优美、独

具特色的运动环境。

户外健身设施分类表

序号 场地分类 体育运动场地名称

1 球类 足球、篮球、排球、门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场地

2 场道类
多功能健身场地、跑步道、城市健身步道、登山健身步道、轮滑场地、自

行车健身场地、水上运动场地、冰上运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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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地分类 体育运动场地名称

3 器械类 全民健身路径、健身器械场地、儿童游憩场地

4 特色类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5 综合类 设有球类、场道类和器械类等多种健身设施的体育公园、生态廊道等

（八）健身步道

1.城市健身步道：应充分利用城市生态廊道、公园、绿地、

广场、街心花园等自然地形、景观条件建设。步道长度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建议环形步道不小于 200m，非环形步道不小于

1000m；步道宽度 1.2m-2.4m，两侧缓冲带不小于 20cm，缓冲带

最好有植被覆盖。

2.登山健身步道：路线设计应适应自然地形、水文条件，不

破坏自然景观，尽量充分利用和改造原始的山路、古道、机耕路、

防火隔离带、运河等原有的历史性路径。登山步道系统中每条道

路应与其它道路、景点相连接，形成环路，无断路，无死路，其

次应以成人正常步行速度行进约 40 分钟为一距离段，设置观景

休憩站。登山步道路面由主步道与两侧的缓冲带构成。主步道路

面宽度应大于等于 60cm、小于等于 150cm；两侧缓冲带每侧宽度

不小于 20cm，缓冲带应有植被覆盖。

3.单车健身道：应充分利用城市生态廊道、河（湖）边、景

观道路边隔离绿化带建设，单车健身道应独立设置，不能与机动

车和行人混行。

（九）全民健身助残工程

1.全民健身助残工程是指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统一协调安排组织，彩票公益金提供资金支持，捐赠给地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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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街道、社区，县、乡、村及残疾人集中的康复中心、福利院、

福利企业、体育健身中心等单位用于开展残疾人健身康复活动的

公益性体育设施。

2.每个全民健身助残工程配置各种类型适合残疾人使用的

体育健身器材，主要是室内体育健身器材，也可建设室外助残健

身工程。

3.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本着关爱、扶助残疾人的宗旨，共同

参与建设更多的全民健身助残工程，积极为残疾人参加体育锻炼

创造条件。

四、工作要求

（一）要切实提高认识

各县（市、区）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深刻内涵，切实把全民健身的

国家战略贯彻落实到体育设施建设的具体工作当中。进一步明确

本地区体育设施建设的基本任务、工作目标和保障措施，统一思

想，突出重点，抢抓机遇，超前谋划，为实现健康中国，为更好

的改善全民健身环境和条件积极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基础建设。

（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要切实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组织领导，

结合各地实际，加大对体育设施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支持力

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统筹推进体育设施建设工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把体育设施建设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研究制定规划建设方案和专项行动计划，明确目标任

务、投资规模和资金渠道，督促和保障项目的顺利建设，形成各

级联动的推进机制和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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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切实推动项目建设

各县（市、区）要把公共体育设施作为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将体育设施用地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年度用地计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充分调动各级积极性，推动

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建设，谋划一批重大建设项目，为落实市委、

市政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加快推进实现体育强市做出应有的

贡献。

2016年 8月 30 日

郑州市体育局办公室 2016年 8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