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发展体育产业，增加体育产品和服务
供给。会议提出，要盘活、用好现有体育设施，积极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近两周，记者兵分几路分头踩点了本市五六个公共健身场地，发现不少自称是公
益性的运动场地，但仍要收取费用。这让一些市民十分不解，既然是财政出资的公
共场地，就要公益得彻底，就连学校的体育设施都免费对外开放了，家门口的“ 健
身宝地”为何还要再收取“ 入场费”？

为此，记者深入调查了本市多处公共健身场地，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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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运动场地为何有的收费有的免费？
本报记者兵分几路调查社区运动场地 居民呼吁：维护费理应 财政支出让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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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闵行区都市路附近的市

民严先生向记者反映：“ 我们家附

近的三个公共露天运动场地，有的

免费，有的收费，真的不明白，都是

政府投资建设的场地，又没有太多

维护成本，为何有的还要收取‘ 入

场费’。现在连公园都免费开放

了，这些健身场地为何还要设门槛

呢？”他抱怨说，作为政府出资建

设的公益性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地

压根没理由收费，即便当初场地建

设投入了一定资金，通过几年的收

费也已收回当初的成本，就不应该

再向居民收费。

接到他的来电，记者日前来到

位于腾冲路和都市路交界处的春

申塘公共绿地，其附近有三片社区

公共运动场地，分别是网球场、篮

球场和足球场。

网球场位于金铭新水岸小区

南侧的绿地中。在网球场旁的一块

告示牌上方写着开放时间：“ 上午

8：00—1 1 ：00， 下 午 1 3：00—1 8：

00。”

由于是上班时间，网球场的大

门一直紧锁，连个人影都未看到。

在网球场的一侧，则有一个无人居

住的废弃白色小屋，屋内设有一些

破旧的家具。小屋的墙上则留有网

球场的预约电话。记者试图拨通电

话，表示想打网球。场地的管理人

员告知记者，“ 如果定场地需提前

预约，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即可。”

当记者询问是否收费时，他

称，“ 一小时1 0元，你记得提前一

天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我会过来

给你开门的，随叫随到。”

离开网球场后，记者继续往东

走，在学校的后面有一个小型的简

易足球场。场内铺设的是人造足球

草皮，球门的网格又破又旧。此时

临近傍晚，场内零星有几位市民在

锻炼。

环顾四周，记者并未发现有任

何地方留有管理员的联系方式。问

询了一些居民，他们透露说，这个

足球场和附近的网球场是属于同

一个人管的。记者再次拨打了黄先

生的电话，他表示，到足球场锻炼

无需预约且不收费，但是为了不打

扰到周边学校学生的休息，这块区

域晚上会关闭。此外，在学生上课

的时候，居民也是不允许随意入内

锻炼的。

停留十多分钟后，记者起身去

寻找严先生口中的第三个运动场

所———篮球场。穿过马路，找到了

位于都市路另一侧绿地中的一个

露天篮球场。记者看到篮球场内空

无一人，篮球场面积不是很大，有

两块场地。

过了几天，记者拨打了篮球场

管理员的电话，对方称，篮球场的

“ 入场费”是5元，入场后不限制

锻炼时间。“ 平时下午有1 0来人，

周末人较多，大概有五六十人，以

小区居民为主。”对方还透露说，

平时场地的打扫 主 要 由 他 来 负

责，碰到维护的问题文化活动中

心会解决。

明明是社区附近的公共运动

场地，为何要收取“ 入场费”呢？记

者致电闵行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网球场

1 0元的收费仅做预约之用，是可

以退的。“ 我们是2004年开始收费

的。至于1 0元的预约费标准是由

领导所定，自己并不清楚原委。”

那为何网球场和篮球场需要

收费，足球场却免费呢？她对此做

出了这样的解释，足球场因为跑道

是水泥地，维护成本较低，且足球

场的利用率并不高，平时场内多是

散步的居民，损耗率较低。而全塑

胶篮球场养护要求高，周末到此锻

炼的市民较多，篮球场卫生、维护、

安全必须有专人管理，篮球场维护

费和管理人员工资都是需要支出

的，所以收取部分的费用用于场地

维护的补贴。

此外，她还称，该片地区的投

入由镇政府和社区一同承担，投入

所占比为七三分。运动场所建成后

目前对场地的投入主要在维修和

翻新上。“ 去年我们曾对这块运动

区域进行过整修。总计花费35万

元，一个网球场花费1 5万元左右，

两个篮球场花费20余万元。平时对

场地视具体情况不定期维护。譬

如，去年我们看到围栏有些破损就

进行了维修。”

有意思的是，昨天，记者分两

次又拨打了网球场管理员的手机，

得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第一次，

当问及告示牌上明确写着公益运

动场为何还要收费时，对方表示，

自他今年上岗以来，就一直收取

1 0元/小时的费用，并开具定额发

票。当咨询对方1 0元费用是否可

退时，对方强调说，这笔费用是不

能退的。“ 发票都开给你了。钱哪

里能退给你呢？”

第二次，记者又拨打了网球场

管理员的电话，称周末要预约场

地，他说：“ 周末两天场地都已经

预约掉了，平时没什么人，有空闲

档期。”当记者表示，打算预约5个

小时的网球场地，是否能便宜一点

时，对方表示，明码标价，不能便

宜，可以开具收据。

调查一：春申塘绿地附近运动场地

相邻场地不同待遇，有的免费有的收费

对于闵行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的说法，绿地附近小区居民

黄先生质疑说，现在居民的素质

高了，即便是免费的，也会懂得

先来后到的原则；碰到人满为患

的情况，自然就会退出，保持一

个自然的平衡。现在谁付不起5

元、10元呢，政府利用税收等财

政收入建设的公共运动场地本来

就应该取之于民让利于民，完全对

百姓免费。

“ 至于场地维护，篮球场的维

护成本也不高，篮球筐只需几年更

换一次，最多换换篮网，不知道所

谓的20万整修费花在了哪里？能否

公示。”黄先生算了一笔账，以篮

球场为例，一年能收近10万元，过

了10年早已收回成本。“ 现在连学

校里的体育场馆都免费开放了，为

何公共运动场地还要收费呢？”

[居民声音]

场地维护成本低，理应让利于民

主管方：收费用于场地维护和工资支出

位于奥塞花园小区南侧的春申塘绿地公共篮球场要收入场费。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位于金铭新水岸小区南侧的春申塘绿地网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