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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春和万象项目迎来了
公开一周年。一年来，项目吸引
了1000余名长三角同行慕名参
观；项目示范区累计接待了近
20000人次；成交金额累计突破
40亿元；成功吸纳1200多位市民
加入业主大家庭……亮眼数据的
背后，是市场对项目强劲产品力
的肯定。

尊重土地，打造低密住区。
春和万象项目位于相城区高铁新
城，所在地块容积率约1.8、绿化
率约 42%，由五家房企联袂打
造。项目尊重土地价值，秉持精
筑美好生活的初衷，深入钻研沪
苏同城下新商务人群的生活习
性，致力构筑高铁新城低密品质
住区。从一纸蓝图到美好呈现，
这座集艺术、匠心、生活于一体的
春和万象无界生活美学馆，既是
尊重城市、善待土地的结果，也是

对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深刻洞
察和理解。一年来，关乎美好生
活的憧憬与向往，一次次在这里
提前预演。

精工筑造，建筑拔节生长。
走进春和万象项目工地，工人们
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现场一
片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介绍，项
目精工建造、有序施工、坚守细
节，致力打造高品质住区。在规
划上，建筑平行纵横相恰，保证社
区采光、通风的均好性及建筑宅
间体系的丰富；在外立面上，以现
代极简主义外立面营造高级感；
在园林设计上，选择广州山水比
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操刀景观设
计，将自然融入社区，打造回归心
灵的栖息之所……截至目前，项
目一期主体结构已经封顶，项目
二期10幢楼的主体结构已出地
面，一栋栋承载美好生活的建筑

正在拔地而起。
升级品质，营造理想生活。建

筑是生活的容器，只有高品质的理
想居所，才能承载高舒适度的理想
生活。因此，春和万象项目持续秉
持专业与匠心，以更前沿的供能、
更低密的社区、更精研的产品，营
造全新的生活方式，开启关于理想
生活的更多可能。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是苏州首个集中供能社区，
每年提供 9个月的集中供暖、供
冷，使得冬日室温18℃±2℃、夏
日室温26℃±2℃，通过迭代绿色
健康的生活空间，升级四季如春的
美好体验。

拥抱未来，与城市和鸣。非凡
十年，苏州高铁新城，这座因高铁
而生的城市，强产业、谋创新、惠民
生，实现了从“洼地”到“热土”的跨
越赶超，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作为高铁新城热门楼

盘，春和万象项目融合高铁新城创
新高地、智慧生活的发展特色，配
备集中供能、城市会客厅和社区邻
里中心以及全龄改善户型，满足居
住、工作、社交以及跨城生活的多
重需求，以产品助推城市发展，着
力让美好生活可感可触。此外，春
和万象还通过公益行动，致敬坚守
一线的劳动者，为城市发展注入温
暖力量。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站在
新起点上，春和万象项目蓄势再
出发，将继续怀揣对城市的敬畏
之心、对产品的坚守之心、对业主
的感恩之心，奋力将精工品质一
一呈现，为苏州人居注入新动
力。当前，项目建筑面积 105-
174㎡房源正在销售中，其中建筑
面积143㎡旗舰新品颇受改善客
群青睐。 苏钰

连日来，正在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吸引全球目光、话题连连。与世界杯同频共振，苏州同步举办的“我的世界杯”足球联赛同样精彩纷
呈，16支民间球队展开激烈比拼，畅享足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应时应景推出一系列足球主题活动，足以让人感受到苏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全民健身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
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日前，苏州印发《关于苏州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保障机制、场地设施、赛事活
动、组织网络、指导服务、发展导向、文化氛围、监管体系八个方面提出25条具体措施，为苏州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任务
书”“时间表”“路线图”，描绘出新时代全民健身新蓝图。

持续优化城乡“10分钟体育健身圈”，培育更多新兴品牌赛事和活动，深化体卫融合、体教融合、体旅融合……锚定“争创全国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市”目标，苏州深耕体育惠民，以“增强人民体质，提升城市品质”为根本任务，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让城市富有更多活力与魅力。

□ 本报记者 张 珺

瞄准“全”
织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

全面布局，民之所向。作为一座
古今交融的活力之城，苏州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早已打下坚实基础，全民
健身蔚然成风。

运河之畔，黄绿相间的树林里，
镶嵌着足球场、篮球场、轮滑场、健身
步道、体育博物馆、各类运动设施等，
银发族耍起太极拳酣畅淋漓、年轻人
球场较量激情飞扬……走进苏州市
运河体育公园，立马会被眼前生龙活
虎的运动氛围所感染。正陪着女儿
玩双杠的苏州市民王豫成，脸上洋溢
着笑容：“这个家门口的体育公园不
仅环境优美，设施也特别齐全，我经
常带女儿来锻炼，太方便了！”

截至目前，苏州市拥有各类体育
场地3423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81平方米，累计建成健身步道5000
多公里、体育公园110余个；全市拥有

体育社团 385 家、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385家、乡镇（街道）级体育社会
组织1008家，位居全省前列。

激发全民健身热情，既要有覆
盖城乡的体育场地，也要有遍地开
花的群众赛事。苏州持续培育假日
体育、大众体育联赛、马拉松、金鸡
湖龙舟赛、外企运动会等全民健身
品牌活动。从足球、篮球、排球“三
大球”以及羽毛球、乒乓球“两小球”
主流体育项目，到街舞、轮滑、滑板
等潮味足、时尚范的新兴运动，苏州
市民的赛事节目单越来越丰富多
元，各个年龄段的市民都能找到契
合自身需求的参赛项目。

迈入新时代，呼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要求新期待，全民健身也
要向纵深推进。当前，苏州GDP总量
迈过2万亿元大关，规上工业总产值
超4万亿元新台阶，服务人口达1600
万。对于这座加速奔跑在新的赶考
路上的城市而言，建成与充分展现

“强富美高”新图景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名
城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是
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翻看《关于苏州市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工作方
案》，一组目标数据让人印象深刻。
至2025年，苏州实现全市常住人口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9平方米；每
年举办的各类赛事活动超 5000 场
次，参与各类赛事活动的市民人数超
600万人次；实现市级体育类协会等
级覆盖率100%……提出一系列“硬
指标”意味着苏州要织出一张更“全”
的服务网络，让公共服务的阳光照到
每一个人，吸引更多老百姓参与到全
民健身中来。

一个“全”字是关键所在，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全面现代化三者息息
相关。“苏州始终坚持‘大健康观’，深

入推进‘体育+’‘+
体育’，把全民健
身事业深度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在苏州市体
育局局长阙明清

看来，构建“更高水平”，不仅仅是满
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健身需求，更是顺
应时代发展要求，满足百姓对于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各种新期待，促进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稳
步提升市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不
断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现
代化强市新图景更加可触可感。

发力“更”
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供给水平

如何全面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供
给水平？《方案》指明具体路径。苏
州选择发力“八个更”：即更灵活的
体制机制、更均衡的资源布局、更绿
色的健身载体、更丰富的赛事活动、
更广泛的群众参与、更科学的运动
方式、更浓厚的社会氛围、更强大的
要素支撑，同时将均等化、多元化、
标准化、法治化、智慧化的“五化”理
念贯穿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之中。

“‘八个更’既是落实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也结合了
苏州全民健身的先发优势，让公共服
务好上加好，激发出新一轮全民健身
热潮。”苏州市体育局副局长李镔说。

发展数“智”体育是大势所趋。
手机打开“苏周到”APP，点击“体育
场馆”，每家场馆的基本信息、距离、
联系方式全部一目了然，一键完成场
馆预订，还可以报名各类培训班。家
住苏州市吴江区的篮球爱好者高小
平也发现了很多变化：“相比以前，不
仅线上预订场馆更便捷，体育场馆的
配套设施也越来越智能化，还能用运
动积分兑换福利！”

发力更数字、更智能，《方案》中
提出，“制定《苏州市数字体育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
数据技术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多
场景应用，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能力。”
其中强调，要加强场馆智能化、苏州
体育总入口、政务服务、安全与对接
支撑平台的数据资源归集，实现公共
数据的一体联动、开放共享，利用大
数据及时了解公众服务需求和运动
健身效果综合评价；为市民提供更便
捷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
管”服务等。

从 更 均 衡
的资源布局来看，
解决好“总量不足”
和“局部闲置”的供需
矛盾至关重要。苏州市体
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陈俊告诉
记者，苏州一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将带头开放可用于健身
的空间，做到能开尽开；已建成且有
条件的学校要进行“一场两门、早晚
两开”体育设施安全隔离改造；鼓励
私营企业向社会开放自有健身设施
等。今年，苏州将持续优化城乡“10
分钟体育健身圈”场地设施和服务功
能，完成105套一代健身路径和10套
智能二代健身路径的安装，新建改建
各类体育公园10个，使体育设施布局
配置更加均衡合理、更加亲民便民。

作为支撑全民健身赛事稳步运
行的主力军，一家家优质的体育社会
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目前苏
州全市拥有各级各类体育协会、俱乐
部共708家。如何激发起这些社会力
量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必须要
有更灵活的体制机制作保障。苏州
市体育总会秘书长王煊介绍，苏州将
加大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组织购买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力度，完善社会力量
参与全民健身体育公共服务的激励
机制，推动更多社会组织的触角延伸
至更多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为全民
健身服务增添新的活力。

促进“融”
让更多体育成果全民共享

“云挂号”“云问诊”“云处方”，苏
州早在2016年就推出全国首家“运动
云医院”互联网平台，在全国率先开
设“科学健身指导门诊”，为体育爱好
者开启了就诊新模式，打造成为体医
融合示范项目。

“体育+”“+体育”，苏州体育部
门从不拘泥于体育人干体育的思
维，而是牢牢树立“融”的全民健身
发展理念，深化体医融合、体教融
合、体旅融合等，令融合发展业态发
生更多“化学反应”，让更多体育发
展成果全民共享。

体卫融合，促进全民健康。《方
案》提出，苏州将整合市级医疗卫生
机构和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体育科

学研究所等资源，建设运动促进健
康中心；鼓励在大型公共体育场馆、
体育健康主题公园、健身步道等公
共服务设施中建设体卫融合健康驿
站或健康小屋；支持医疗卫生机构
建设康复科室，开设运动医学门诊；
加大对在职医生的运动处方师培训
力度，积极组织面向医师、康复师等
的运动健康干预培训……这些举措
将有力助推“主动、前端的健康干
预”，让体育卫生两大系统的资源形
成“1+1＞2”的效果。

体教融合，培养终身运动者。作
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苏州把重
心落在青训体系的建设上，把重点放
在足球人才的培养上，体教融合无疑
是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破题关键。苏
州市体育局竞体处处长李志国介绍，
苏州将逐步建立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相衔接的足球运动员“一
条龙”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规范、稳定
的足球特长生升学保障机制，并打造
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学校。

体旅融合，彰显城市特色。苏州
河网密布，水系纵横。近年来，长三角
皮划艇桨板大赛、金鸡湖帆船赛等水
上赛事的举办，不仅让更多人感受到
了文体旅融合的魅力，也擦亮了苏州

“东方水城”名片。新时代新需求，相
比于硬质的运动场馆，老百姓更乐意
在自然生态环境中享受运动乐趣。依
托文旅资源优势，苏州将积极培育与
引入航空飞行、自行车、跳伞、动力冲
浪板、水上摩托车、铁人三项、冰雪运
动等涵盖“水陆空”的各种时尚体育运
动项目集群，构建“水上运动+特色旅
游+文化融合”的产业体系，促进全民
健身消费新型业态发展。

百姓动起来，城市添活力。可以
预见，随着《方案》的落地落实，苏州
体育事业发展将进一步打破地域、部
门、行业的瓶颈限制，以更融合的发
展理念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达到更高水平，让百姓的健康生活水
平和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苏州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百姓动起来 城市添活力

（苏州市体育局供图）

春和万象春和万象::““家家””速展现美好生活新图景速展现美好生活新图景

（春和万象项目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