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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民广泛关注外，更关注此事的莫过于各
区的教体部门。

在采访中，谈及此事，芝罘区、福山区、黄渤
海新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有一致的
看法：“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社会开放，具有多方
面的积极意义。当前，社区体育设施可能无法满
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锻炼需求，而学校体育场地
设施的开放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开放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有助于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

展，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还能促进健康生活方
式的形成。”

当记者问及各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
时间及进程”时，三区相关部门的答复也是如此一
致：“我们区政府及教体部门，对本区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对社会开放进行了紧急调研，已经有了初
步方案，相信不久以后，正式方案就能对社会公
布；有条件对社会开放的学校场地，将会尽早对社
会开放。”

全市的学校体育场能否都开放？

莱山区区属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面向公众开放，
市民期盼更多的公共健身场地——

尽管市民都希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但记
者调查后发现，莱山区、芝罘区、黄渤海新区的市民
对此的期望程度，不如福山区市民，原因是这三区的
休闲资源和运动场地较多。以芝罘区为例，该区不
仅有南山公园、塔山公园、毓璜顶公园等各种休闲公
园，而且各街道、各社区都有社区小公园、口袋公园，
还有较长的海岸线休闲区，市民进行日常休闲运动
和体育锻炼，有较多的选择。相对而言，芝罘区只是
专业的体育运动场地和设施相对匮乏。黄渤海新区
具有与芝罘区类似的状况。

而福山区则与芝罘区、莱山区、黄渤海新区的情
况有较大的不同。在采访中，福山区市民向记者抱
怨：“福山区的休闲和运动场地、设施资源严重不足，
平时都没有地方运动一下。”家住福山区万科假日风
景小区的刘先生向记者介绍，福山区主要的休闲及
运动场所，比如夹河公园、栖鹭公园、银月广场等休
闲运动场地，主要集中在福山区的东部，而在福山区
的中西部，特别是奇泉路周边的新兴居住区，方圆几
公里范围内，没有一个休闲公园，也没有一块运动场
地。市民想运动一下，只能沿着公路进行，运动过程
中还要预防各种不安全因素。

市民热切期盼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社会开放，
表面看是市民对正规体育场所的渴求，其实质反映
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锻炼成为越来
越多的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休
闲场所资源及社区体育锻炼设施没有跟上城市扩张
的步伐，难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此局面
下，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烟台市体育部门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当前国家提倡各地打造“10分钟生活
圈”，以便利群众生活为目标，构建方便、快捷、优质
的服务体系，具体包括“综合服务圈”“全民健身圈”

“养老服务圈”“健康医疗圈”“社区文化圈”“就学便
利圈”“绿色出行圈”“便捷消费圈”“市政提质圈”9个
大的方面。其中“全民健身圈”位列其中，主要是推
动小公园、小游园的建设；推动足球、篮球、排球、乒
乓球等球类场地建设；因地制宜地改造既有居住社
区，增加公共活动场地。他认为，市民之所以对学校
开放体育场地设施如此关注，反映出我市部分地区
休闲运动资源以及公共专业体育设施的缺位。如果
我们身边有足够的运动、休闲场地和设施供市民选
择和使用，市民就不会在意学校开不开放体育场地
和设施了。

一个月前，莱山区发布了一条信息：自3月16日起，莱山区区属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让人没想到的是，莱山区发布的信息，立即在全市引起了广泛关注。芝罘区、福山区、黄渤海新区等何时开放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市民关注的背后，又折射出哪些问题呢？连日来，记者先后采访了芝罘区、福山区、黄渤海新区的
教体部门及市民。

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莱山区区属2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面向
社会开放的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了
市民的广泛关注。消息自3月中旬发布至今，已经
一个多月。记者发现，市民对此事的关注热度不但
没有降低，反而随着消息的传播而不断攀升。

在记者多日的采访中，广大市民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莱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能对社会开
放，我们区什么时候也能对外开放啊？”

源于对足球的热爱，芝罘区人社局的王先生和其
他12人组成了一支足球队。他告诉记者：“平时，为
了能找一块场地踢球，我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社
会上的足球场地太少了！我们有时会到鲁东大学、烟
台大学等体育场去踢球，不过这些场地在周末或者节
假日可是‘一场难求’，一旦去晚了，场地就会被其他

人占用。我们临时去找其他场地，往往已经来不及，
筹划多日的踢球计划只能泡汤。有时我们也会去付
费的体育场地，但踢一场球的经济成本还是挺高的！”

谈及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开放，王先生兴奋
不已：“我给莱山区的这个做法点赞。在烟台市
区，足球场地、篮球场地是稀缺资源。一般情况
下，各学校都有足球场、篮球场等专业场地。如果
学校这些体育场地在课余时间不对外开放，我认
为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所以，我更希望全市都
能尽早落实该政策，届时我们再也不用为寻找场
地而四处奔波了！”

除了喜欢踢足球的王先生，对专业体育场地设
施有要求的市民都纷纷表示，热切期望政府早日全
面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

关注背后
反映出公共休闲、运动场地缺位

市民呼吁：
全市能全面开放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相关部门：
在积极筹备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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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33月月1616日起日起，，莱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莱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资料片资料片））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李京兰 摄摄

记者16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目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
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示，对于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
伤害犯罪，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
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最
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强调
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
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
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示社会以公道。

据新华社

最高法：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