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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十四五”时期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等

文件精神，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十

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推进《四

川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四川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深入实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结合全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

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系统观念，以绿色生态为引领，

处理好公园风貌与健身设施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体育公园建设，

不断丰富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供给，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短板，为体育强省、健康四川建设贡献力量。

二、基本原则

（一）因地制宜，科学布局。要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常住人

口总量、生态文明建设、健身设施供需矛盾等因素，对体育公园

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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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理念，注重特色。要立足地方自然禀赋、特色文

化资源、群众运动习惯等，提高智慧化水平，打造独具地方特色

的“智慧体育公园”。

（三）突出公益，分类推进。要以公益性为导向，以近距离

服务全龄人口为目标，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类型多样、功能完善

的体育公园。

（四 ）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充分发挥中央、省级资金引

导作用，加大市县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探索灵活多样

的体育公园建设、运营管理机制体制。

三、总体计划

“十四五”期间，力争全省新建、改扩建或“公园体育化”

形成各级各类体育公园 200 个以上。其中，符合《指导意见》相

关标准的体育公园 73 个。逐步构建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

功能完善的市（州）、县（ 市、 区 ）、中心镇和一般镇“四

级”体育公园建设体系。

四、建设标准

围绕构建“四级”体育公园建设体系，建设群众身边举步可

及、便捷多元的体育公园，各地要充分挖掘城乡空间承载体育元

素的潜力，开发各类场地的复合利用功能，推动体育公园与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生态文明等建设有机融合，协调发展。

（一）市级、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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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导意见》相关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县（市、

区）按照以下标准，规划建设市级、县级体育公园。

1.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的行政区域（含县级行政区域和乡镇，

下同）。建设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

用地占比不低于 15%，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健身步道不少

于 2 公里，无相对固定服务半径，至少具有 10 块以上运动场地，

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5 项。

2.常住人口 30—50 万的行政区域 。建设不低于 6 万平方米

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绿化用地占

比不低于 65%，健身步道不少于 1 公里，主要服务半径应在 5 公

里以内，至少具有 8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

少于 4 项。

3.常住人口 30 万以下的行政区域。建设不低于 4 万平方米

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绿化用地占

比不低于 65%，主要服务半径应在 1 公里以内，至少具有 4 块以

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 二 ）中心镇和一般镇

鼓励各地结合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推进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相关工作，聚焦片区划分后中心镇及一般镇常住人口情

况、存量资源等，规划建设中心镇和一般镇体育公园。

1.中心镇体育公园：建设用地面积应不低于 2 万平方米。其

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绿化用地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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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应配置 4 块以上符合当地群众需求的运动场地，可同时开

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2.一般镇体育公园：建设用地面积应不低于 1 万平方米。其

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绿化用地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40%。应配置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场地设施，可同时开展的体育

项目不少于 3 项。

同时，鼓励各地充分利用城乡“金角银边”等边角地带建设

符合群众需求的“口袋体育公园”，或将乡镇及社区健身中心、

多功能运动场植入绿色元素，推进健身场地设施项目“公园化”。

五、项目资金来源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围绕“十四五”时期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计划，多渠道筹措

项目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体育公园建设。按照《“十四五”

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对建设面积

超过 10 万平方米，且符合相关要求的体育公园，鼓励各地积极

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资金支持。同时，省体

育局会同省财政厅将根据财力状况，统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

板项目，经申报、评审等程序后，给予一定经费补助，补助标准

参照《四川省体育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体育部门要争取将体育公园建设

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民生实事工程，并落实部门职责和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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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调推进和督促落实。要积极对接发改、住建、财政、水利、

自然资源、林草等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工作，推动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齐抓共管工作

格局。

（二）完善政策支持。各地要结合实际，配套完善推进体育

公园建设的地方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健全用地保障、市场参与

等体制机制。树立“开门建公园”的发展理念，广泛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体育公园建设和运营管理。

（三）优化建管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各地可采取新建或改

扩建方式建设，项目主体可以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企业。鼓

励通过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

等多种模式 ，广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高建设效率及运营管

理能力。

（四 ）提升智慧化水平。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

制造、VR、AR 等高新技术在体育公园设施中的应用，推进智慧

健身路径、智慧健走步道等场地设施建设，打造智慧体育公园。

实现体育公园健身场地预定、健身指导、运动分析、体质监测、

赛事参与、经营统计等更加科学便利、智慧灵活。

（五）科学配置设施。体育公园建设在定位上要突显主题性、

多样性、互动性、便利性、全域性、安全性。在功能分区上要体

现动静相宜，除运动场地设施外，要配置餐饮服务、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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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等功能区。在项目设施配套上要以服务全龄人口为目标，

科学配置符合各类人群锻炼的项目场地、设施设备。

（ 六 ）倡导志愿服务。鼓励支持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和

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众体育引领员等志愿服务团队到体育公园开

展志愿健身指导、设施巡查、安全引导等服务，把体育公园打造

成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阵地。

（ 七 ）统一 Logo 标识。省体育局对符合相关标准的体育

公园将统一 Logo 标识，加大宣传力度，塑造“四川体育公园”

的整体形象。

附件：“十四五”期间体育公园建设指导计划

本文件来自四川省体育局官网（https://tyj.sc.gov.cn/

sctyj/sjwj/2024/6/2/4cc58e63112b48f78e218e4aea7cfd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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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四五”期间体育公园建设指导计划

序号 市（州）

指导计划

符合国家标准项目
符合省级及以上

标准项目

1 成都市 12 25

2 自贡市 3 9

3 攀枝花市 3 8

4 泸州市 4 10

5 德阳市 4 15

6 绵阳市 4 14

7 广元市 3 9

8 遂宁市 3 5

9 内江市 1 6

10 乐山市 4 10

11 南充市 4 12

12 宜宾市 4 12

13 广安市 3 7

14 达州市 4 8

15 巴中市 3 7

16 雅安市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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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眉山市 4 12

18 资阳市 2 5

19 阿坝州 1 7

20 甘孜州 2 7

21 凉山州 3 8

合计 73 202

注：1.符合国家标准项目：指各地应按《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

相 关体育公园建设标准，规划建设的体育公园项目数量。

2.符合省级及以上标准项目： 指包含 73 个符合国家标准的项目，各地

应按 “ 四级 ”体育公园建设体系相关标准，规划建设的体育公园项目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