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国家体育总局等五部门印发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 —
）》，启动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促进各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和

使用，加快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位于常州经开区中心城区，潞城街道已于去年底建成约 万平方米体育场地，

平方米人均面积位列全区各板块第一。今年预计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超 万平方米，“ 分
钟健身圈”日益完善。

2023年 6月 27日 星期二

责编：吕丹丹 编辑：周洁茹 版式：彭皓 校对：张晓娟 阳湖观察

潞城街道建成24.7万平方米体育场地，人均面积位列全区各板块第一———

阴 见习记者 杨赵男 记者 戎易

本报讯（任军 记者 张可馨）为
帮助失信企业对照信用修复程序恢复
企业信用，近日，常州经开区综合执
法局主动排查，因企施策，与企业建
立互动机制，迅速回应企业诉求，以
信用修复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根据市、区信用办“谁处罚谁修
复”的相关要求，区综合执法局电话
通知辖区内可实行信用修复的 123
家企业，加强信用修复指导。根据失
信行为不同严重程度，为企业讲解修
复路径与方法，指导企业按照清单准
备材料；认真审核企业提供的修复材
料，准确核实企业相关身份信息、已
履行行政处罚材料、处罚信息公示期
等内容，在核实企业已经全面履行行
政处罚事项后发出准予信用修复决定
书；大力倡导将诚信宣传贯穿到执法
办案过程中，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减
少新增失信企业数量，使企业充分认
识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带来的

不利影响，进一步提升企业诚信意
识。

去年，区综合执法局创新开展
了行政处罚信用公示工作，在行政
处罚决定书上告知当事人该处罚决
定将在“信用常州”和“信用中国”
上进行公示，并告知具体修复网址；
印制 《经开区综合执法信用修复指
导手册》，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步发
放，发放手册的同时要求执法人员
主动解释修复流程等内容，让行政
相对人对如何进行信用修复一目了
然；安排专人负责信用修复咨询专
线，协助企业完成信用修复工作，
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腿，让企业
少走路”。

下一步，区综合执法局将继续做
好行政处罚信用公示和信用修复相关
工作，继续践行“服务型政府”理
念，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守信，
进一步优化全区营商环境。

多措并举做好
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工作

6月 16日，常州经开区女企业家协会携手溧阳市女企业家协会，开展探访“新能
源 +文旅”之行。女企业家们来到位于溧阳市的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从创新端、制
造端、应用端等多个方面详细了解溧阳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计划。图为女企业家们在新能
源科技馆聆听讲解、互动交流。 张兰 徐千翕 摄

“金角银边” 配建嵌入式健身场地

夜幕降临，潞城街道青
洋社区体育公园内，居民们
或打球、或锻炼、或散步，
好不热闹。63岁的李金娣正
和“球搭子”们定点投篮，
“自从楼下有了个体育公园，
我每天晚上都来锻炼 2 小
时。”

5 公里之外，王家廗笼
式足球场内，夏夜足球赛激
战正酣，孩子们在绿茵场上
奔跑、竞技；足球场外，智

能健身车、太空漫步机等一
批新型太阳能智能健身器材
上，居民们正锻炼身体、活
动筋骨。
走进潞立方运动人才公

寓，1000平方米的健身中心
配备体操房、瑜伽室、器械
室等功能分区，篮球场、足
球场和滑板场组成了户外运
动场地。“平常工作结束后，
我都会去健身中心跑跑步，
那里设施齐全，对我来说很
方便。”入住公寓的青年人才
钱胜说。
拥有约 4 万人口，潞城

街道正积极打造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西边，

6000多平方米的青洋社区体
育公园于去年开放，门球场、
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设施
齐全；东边，王家廗及紫苑
小区北等健身场地开放。

目前，潞城街道共有全
民健身路径 54处、健身步道
约 30 千米、篮球场 22 个、
足球场 13 个、羽毛球场 8
个，另有乒乓球馆、体操馆
等 40余家场馆，可满足各个
年龄段居民的运动需求。
“利用城市的‘金角银

边’，嵌入式建设体育场地，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快乐健
身。”潞城街道行政审批局副
局长邓燕茹说。

设施升级 全民健身“数智化”

在王家廗健身场地，每个健身
器材上方都装有一块太阳能充电
板，可为器材充电。使用时，器材
上的电子屏幕会显示时间、次数、
频率以及卡路里消耗等运动数据，
兼具黑科技与高颜值。
“我制定了运动目标，每天推

肩 100下，骑健身车半小时。”公
园壹号居民李雪梅会依据电子屏上
的运动数据进行锻炼。

如今，居民的健身变得更加智
能化、数字化。不久前，潞城街道
体育场地智慧系统全新上线，青洋
社区体育公园、王家廗及紫苑小区

北等健身场地都安装了智能门禁、
自动灯光、视频监控系统等智能设
备，实现了从“以前靠人管”到
“现在统一管”的转变。

晚上6时，青洋花苑居民齐磊带
着羽毛球拍，扫描二维码进入场地。
“原先需要电话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开
门，现在只需扫码开门。”齐磊告诉记
者，在社区，运动已成为了新潮流，自
己每天下楼运动的意愿更加强烈。
“社区体育场地的智慧化应用，

更进一步满足了居民的日常运动需
求，也更方便我们进行管理。”邓
燕茹说。

物尽其用 打造本土品牌赛事

2021 年“活力经开 一‘潞’
同行”全民健步行，2022 年“星
源杯”常州经开区首届七人制足球
赛……健全体育场地的同时，潞城
街道还致力于打造本土品牌赛事。
“今年，我们计划在家门口的体

育场举办不同年龄段的足球比赛，
重点推动幼儿足球普及和发展。”邓
燕茹介绍，东城幼儿园、潞城幼儿园
均在课后开展足球公益性培训，推
进体育运动更加“适幼化”，让孩子
们能参与到本土赛事中。

体育场地需要“物尽其用”。去

年开始，潞城街道动员各社区利用
好场地资源，举办社区运动会，开展
各类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小型赛
事。据统计，各社区年均开展乒乓
球、羽毛球、游泳等赛事20余次。
“社区还将增设门球项目，向老

年人普及门球，同时鼓励老年人、幼
儿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中。”青洋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褚雪婷告诉记者。

体育的乐趣从不止于体育本
身。“不论是建设体育场地，还是打
造品牌赛事，最终目的都是让居民
关注运动、爱上运动。”邓燕茹说。

居民在王家廗健身场地运动

幼儿在青洋社区体育公园踢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