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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杨铌紫

针对人民来信中提到的问题，连日来，记
者走访我市多个大型体育场馆、社区体育公园
和高校，就运动场地的开放程度、使用情况等，
进行了调查。

大型体育场馆：
篮球场足球场多数时段要付费

9月6日傍晚，在渝中区大田湾全民健身
中心，记者见到，室外篮球场、网球场等场地大
门紧锁，有些还设置有闸机，凭票、码进出。在
足球场外，记者看到，多个出入口的大门紧闭，
场内有人员正在踢球。工作人员称，想要进入
上述场地，要预约并付费。以足球场为例，11
人制足球场，包场费1000元/小时，灯光费
100元/小时，如有啦啦队或观赛人员，价格还
要上涨。

“体育场也有免费时段，但只能跑步。”该
工作人员介绍，室外篮球场除4、5号篮球场每
天早上6点30分至9点免费对外开放以外，其
余时段付费使用；室外网球场和羽毛球场之前
有免费时段，但目前已取消，“这些场地的维护
也是需要成本的。”

9月7日早上8点，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
园足球场内，来了不少跑步的市民。记者了
解到，该公园的篮球场、网球场，早上8点到
10点均可免费使用，早上10点至下午4点为
低收费时段；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的
免费使用时段为早上6点到10点；早上10点

到下午4点，11人制足球场280元/小时；4点
后，所有场地的费用均有所增加，另外还有20
元/小时的灯光费，而11人制足球场灯光费为
100元/小时，由现场根据开灯情况收取。

在江北区洋河体育场外，记者看到，体育
场大门紧闭，场内杂草丛生。附近居民痛心
地表示：“一把锁关起来，就这么荒废着，门打
开，让我们锻炼一下身体也好呀。”记者注意
到，体育馆室外的乒乓球台、健身设施均免费
开放。室外篮球场原本关闭的门被打开了，
可以自由进入，但地面铺设的塑料地皮已损
坏凸起。

9月7日晚，记者在位于九龙坡区的重庆奥
体中心看到，球场并未对外开放。现场保安表
示，市民可在跑道锻炼，踢球则需要租场地，以
11人制足球为例，费用为2小时1200元。

位于南岸区的重庆江南体育中心，室内部
分的羽毛球馆、篮球馆，周一至周五上午属免
费时段，散客提前预约便可进场，如果订场，则
要收费。

社区体育公园：
免费项目有限，付费场地被租赁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作为家门口休闲娱乐、
健身休憩的绿色共享空间，开放程度又如何？

9月 6日晚，在渝中区长滨路重庆滨江
公园，正要去打篮球的初中生小马告诉记者，
公园里的多个篮球场都是免费开放的，他常
来这里打球，这里靠近江边，打起球来非常
舒服。

9月7日晚，记者在九龙坡区彩云谷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室内篮球馆门口，被工作人员叫
住，只见一旁摆放的价格牌上写着“篮球单次
9.9元，不限时”。该工作人员称，如果包场，价
格是2小时400元，因为场地是他们租赁的，
属于自主经营，不管是篮球场还是羽毛球场、
网球场，都要订场进入。网球馆如果开灯，还
要另缴30元灯光费。

9月8日早上，记者来到位于南岸区涂山
镇的论语公园，居民们在此免费利用步道、乒
乓球台、健身器材进行锻炼。一旁的露天篮球
场虽然开放，但面积不大，仅有1个篮球架。
而另一侧的室外足球场大门紧锁，有家长带着
孩子路过时感叹：“可惜了这么好的场地，周末
也关着，拿来踢球、练球多好呀！”而在羽毛球
馆，工作人员透露，该场地周一至周五上午时
段收费10元/人，周末20元/人。

9月8日晚，记者在渝北区中央公园西侧
的黄山体育公园看到，该公园有四个室内场
馆，分别为游泳馆、武术馆、群体活动中心、重

庆市羽毛球运动训练中心，实行免费+低收费
政策，室内场馆每月免费开放6天，均要预约，
室外体育设施全年免费开放使用。

江北区溉澜溪体育公园是一个典型的利
用山坡地形打造的城市公园。记者注意到，室
外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全天免费开放，足球场、
篮球场、网球场除早上6点到10点免费外，其
余时段要收费。

高校场馆：
多所高校未对校外人员开放

9月9日晚7点，位于南岸区四公里的重
庆工商大学运动场里，聚集了不少前来运动的
师生。“晚上我喜欢围着足球场跑两圈再回
家。”一位教师告诉记者，不管是室外运动场还
是室内的体育馆，基本都是该校师生及校友在
使用。校外人士须通过学校公众号申请预约，
除登记个人信息外，还要提交进校理由，得到
批准后才能进校。

四川外国语大学进校条件较为宽松，刷
身份证即可进校，社会车辆进校要预约。“学
校运动场所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学校相关管
理制度面向市民开放。”该校工作人员称，运
动场所在满足学校的教学训练之余，面向社
会开放。

记者注意到，通过西南大学“西大体委”
公众号，可以预约足球、篮球、网球等场地。
以足球为例，订场2小时 600元。对此，西
南大学相关人士表示，场馆在没有教学训练
安排的时段，对师生及社会开放。校外人员
可凭身份证进入，室外场地、场馆均免费开
放，但如果要包场使用篮球场、足球场等，则
要收费。

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外来人员未提前预
约则无法进校。记者从校方了解到，校内的体
育场馆仅对该校师生开放。有学生表示，学校
体育馆内的一些项目要收费，“设施设备还不
错，价格也不算贵。”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学生表示，校内的体育
场馆都对师生免费开放。

重庆师范大学校方也表示，目前，沙坪坝
校区网球场、羽毛球馆，风雨球场、乒乓球馆
等，均对师生免费开放，但均暂未对校外人员
开放。

重庆理工大学工作人员称，目前校外人员
无法进入学校，不过，校方正在想办法，未来可
实现预约进校。

足球场基本都要收费 有的场所还有灯光费

大型体育场馆免费开放能否再多些

9月6日晚，位于渝中区的重庆滨江公园，市民在免费开放的室外篮球场运动。
记者 朱婷 摄/视觉重庆

重庆日报（新重庆客户端）编辑部：
国足 0∶7 输给日本队，很多人都在

讨论根源在哪儿。有网友说：各个城市
足球场紧锁的大门可能就是答案。

我们城市里有多少公开的、免费的
体育场所呢？现在大家体育锻炼还要
自己花钱去租场地，这相当于阻碍了大
多数人进入体育领域。

如果城市能给民众提供大量免费
的公共体育场所，人们就会去利用和锻
炼，一些社区球队、联赛就会组织、开展
起来，体育人才就会被发现。

那一刻，人们会觉得自己拥有很多。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重庆市
医保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从2025年1月1日
起，大学生到校医院以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
校外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费用，医保报销范围、
起付标准、报销比例、报销限额等与我市居民医保普通
门诊统筹待遇保持一致。

“《通知》优化完善了大学生参保待遇政策。”市医
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渝高校大学生参加居民医保
的集中参保缴费期从学年调整为自然年度，待遇享受
时间为次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生入学时参加
我市下一年度居民医保的，自完成缴费的次日起享受
我市大学生医保待遇。比如新生在9月12日缴费，从
9月13日就可以享受待遇，直至次年的12月31日。在
缴费标准方面，大学生参加2025年度居民医保，个人
缴费标准为一档380元/人·年、二档755元/人·年。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优化了大学生普通门诊保
障措施：大学生在校医院和校外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发
生的医疗费用均可统筹报销，实施一站式结算。

大学生在校外医疗机构看门诊
明年起可一站式报销结算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9月11
日，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我市大部分
地区日最高气温升至 37℃以上，局部地区高达
40℃。尽管近段时间重庆的高温天气有一定程度缓
解，但晴热天气将持续到何时，今年我市入秋时间是
否会延迟？记者就此采访了市气象台与市气候中心
专家。

“本月中下旬我市还是高温晴热天气偏多，目前还
没有看到大范围降雨的迹象。”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
夏蘩介绍，现在高温天气还是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影响，高压系统稳定持续在川渝地区，重庆盛行下沉气
流，容易升高气温，“但第13号台风9月10日已经生
成，趋向我国东海，台风环流是否对我市天气造成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局部
地区有雷雨和阵性大风，最高气温大部地区为35℃至
39℃。”夏蘩介绍，9月17日至19日，我市午后可能出
现阵雨，不太会出现40℃以上的极端高温。

“今年入秋时间将比常年晚10天左右，预计在下
个月初。”市气候中心总工程师唐红玉介绍，要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且大于或等于10℃才算真正
入秋。目前，重庆尚不具备入秋条件。

晴热天气将持续至9月下旬
我市入秋时间将延迟至10月

欢迎回家勇夺四枚残奥金牌
重庆健儿载誉归来

9月11日，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参加2024巴黎残奥会的5名重庆运动员带着4块金牌回到重庆，在现场合影。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9月11日，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严治强与女儿合影。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朱婷

“热烈欢迎巴黎残奥会冠军凯旋！”9月11
日下午3点10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欢迎的
人群手捧鲜花、举着横幅，迎接残奥会健儿的归
来。

随着阵阵欢呼，身穿红白色运动套装的廖克
力、金芋成、肖祖贤、严治强、杨通5人出现在众
人面前。此次巴黎残奥会，我市5名运动员、1名
教练员参赛，金芋成、廖克力、肖祖贤、严治强分
获金牌，创造了重庆运动员参加残奥会的历史最
好成绩。

5人参赛拿下4枚金牌，傲人的成绩背后是
健儿们身残志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他们以

“不完美”的身躯举起五星红旗，值得更多的关注
和喝彩。

金芋成：
四年从零基础到金牌
“天才少女”不服输

巴黎残奥会乒乓球女双14级项目中，一位
个头不高、面容青涩的小女孩引人注意：她的右
手手腕缠着黑色绷带，与乒乓球拍合为一体，片
刻不离。

她就是金芋成，今年只有16岁。
经过激烈比拼，金芋成与队友黄文娟夺得金

牌，这是巴黎残奥会中国乒乓球项目首金，也是
本届残奥会重庆运动员的首枚金牌。

“恭喜拿下巴黎残奥会乒乓球女双14级金
牌，最小的选手才16岁，是来自重庆的小女孩金
芋成。”当电视里主持人的解说传出，金芋成的母
亲李孝蓉喜极而泣：“太不容易了！”

夺金后，金芋成背后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
因先天残疾，无法弯曲手腕，金芋成只能把球拍
绑在手上，才能练习乒乓球。

更让人惊愕的是，金芋成只练习了4年乒乓
球，是很多人眼中的“天才少女”。

对此，她害羞地表示：“我不是天才，也会遇
到瓶颈期。但我不会放弃。就像捏气球，一开始
捏不爆，但你使劲，再努力使劲，‘砰’地一下，气
球爆了，疲倦期也就过去了。每一次跨过瓶颈
期，我都觉得自己有所成长。所以，不要拒绝瓶
颈期，这是每个运动员都会遇到的考验。”

金芋成的教练于涛回忆，金芋成天赋固然
有，但最重要的是“不服输”三个字。

去年10月 25日，金芋成在女单Class 6
级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枚亚残运会铜
牌。赛后采访时，她流下了眼泪：“就是不服
气！她实力确实比我强，我两个月前就输给了
她，这次又输给她，下一次，我争取打赢！一定
要赢！”

李孝蓉告诉记者，女儿2020年离开老家四
川泸州，独自一人前来重庆训练，每天训练时间
长达六七个小时，周末还会加练。她心疼女儿，

反而会被女儿安慰：“这是每个运动员的必经之
路，不付出，怎么会有收获？”

金芋成表示，回到重庆，自己最想吃的就是
火锅，“平时训练也一样，太累了，就用一顿美食
来犒劳自己。‘原地复活’，就又有干劲了！”

廖克力：
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这块残奥金牌来之不易

“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
下去才能看见希望。”这是廖克力的座右铭。

5岁时，廖克力因意外截肢，成为肢体二级
残疾人。他11岁和父亲到大田湾体育场玩时，
被启蒙教练相中，并被认为是“好苗子”。

廖克力说，训练初始，他的手握不住球拍，球
也打不上台面，加上受伤后皮肤脆弱，手指和虎
口常被磨破，疼痛难忍。

但廖克力天生就是不服输的性子，在父母、
教练、小伙伴的鼓励下，一球又一球地坚持了下
来。2010年，20岁的廖克力参加了广州亚残运
会，拿下乒乓球单打冠军，这是他在国际大赛上
获得的首枚金牌。此后，他开始在国内外赛事中
崭露头角。

在2021年的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团体
MT6-7级决赛中，廖克力与队友闫硕合力击败
了英国组合，为中国残奥代表团夺得第79枚金
牌。这枚金牌，不仅是廖克力在残奥会上的首
金，也是重庆选手在残奥会上斩获的首金，实现
了残奥会重庆籍选手金牌“零的突破”。

此次巴黎残奥会，廖克力和闫硕第二次站上
残奥会最高领奖台，他却直言：“真不容易！”一是
备战时间短了，二是身上的担子重了，对手肯定
也是有备而来。

“我能做的就是坚持每一天的训练，调整好

心态。”廖克力告诉记者，为缓解压力，训练之余，
他喜欢听歌，最爱听周杰伦的歌，“每次上场前都
会听他的歌放松。”

在巴黎残奥会男子双打14级项目决赛中，
廖克力和闫硕第一局失利，他们顶住压力翻盘，
让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廖克力的父亲廖俊
光看得惊心动魄。

“我在心里默默加油，相信他能扳回来，果然
最后逆转了！”11日，在机场等待儿子的廖俊光
难掩内心的激动。在他眼中，廖克力自理能力
强，报喜不报忧，总会想办法克服困难。

对儿子未来，廖俊光只希望他身体健康，开
心快乐，“当然我也想他能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
组成自己的小家。”

肖祖贤：
在逆境中逆流而上
用好心态战胜对手

“爸爸，你还好吗？我很想你。”“我很好，看
到你回来就放心了，今晚我们去吃你最喜欢的火
锅！”11日下午，在江北机场到达大厅，肖纯国为
刚抵达的女儿肖祖贤献上一束鲜花，父女俩已经
一年半没有见面了。

首次参加残奥会就斩获金牌，对肖祖贤而
言，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1996年，肖祖贤出生在大渡口区建胜镇一
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让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整整半年。经医生
诊断，她右边身体的运动神经全部受损，从此留
下了残疾。

那时，肖纯国说过一句话：“要收下这份苦难
的‘礼物’，在逆境中逆流而上。”从此，这句话就
激励着肖祖贤。

2016年，重庆市残疾人集训队到大渡口挑

选运动员，在众多的报名者中，教练一眼就相中
了肖祖贤。然而，体育之路远比想象中更加艰
难，对于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肖祖贤而言，在
最初的日子里，她几近崩溃。

经过上万次的挥拍、平衡球等体能训练后，
她终于找到克服困难的诀窍，掌握了扣杀、反拍
等技术动作，先后获得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SL3第一名、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
体育道德风尚奖，在2023年杭州第4届亚残运
会中，更是为重庆拿下该届亚残运会的首枚金
牌。

回想起这次巴黎残奥会之旅，肖祖贤说，感
觉挺好，把训练的水平都打出来了。

在教练和父亲眼里，肖祖贤是一名心态极好
的运动员。但她刚到巴黎与父亲视频通话时，还
是袒露了心声：“我还是有点紧张，毕竟第一次参
加残奥会。”

肖纯国听到女儿这样说，给她发去了一首
歌——汪峰的《灿烂的你》，用歌词“伤痕累累才
能够顶天的重生，那渺小的坚强的无畏的，才是
真正闪耀的你”鼓舞女儿。

带着这份鼓励，肖祖贤以好心态顽强赢下决
赛。赛后，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爸爸，我今年
代表重庆拿了奥运金牌，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一刻，肖纯国喜极而泣。

严治强：
二十年磨一剑

信念让他超越自己

“爸爸，你在比赛的时候好帅，好厉害！”11
日下午，见到爸爸严治强，6岁的怡怡扑到他的
怀里。从巴黎到重庆，严治强长途奔波的劳累，
在女儿一声声呼唤中，烟消云散。

这一幕，感动了不少旅客，大家对这位坐着

轮椅参赛的运动员感到由衷钦佩。
2岁时，严治强被确诊为脑瘫，语言和行动

功能严重受损。但身体的缺陷，并没有打倒他。
小时候，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运动员登上领奖台、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他总是异常兴奋。有
一次，他艰难地从嘴里挤出几个模糊的语音：“长
大了，我也要为国争光。”

2004年，严治强成为一名硬地滚球队员。
为了训练精准度，他反复用一个球去撞击另一个
球；为了训练力量，他常用球去撞击哑铃，直到用
软球把哑铃撞开。

经过多年努力，严治强拥有了精准的投掷、
巧妙的思维战术，坐在轮椅上也能打得“行云流
水”。

在巴黎残奥会硬地滚球混合团体BC1/BC2
决赛中，严治强与队友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最
终以7:6夺得金牌。这不仅是严治强个人在残
奥会上取得的首金，也是中国在残奥会硬地滚球
团体赛项目的历史首金。

看到父亲挂在胸前的金牌，怡怡撒娇道：“申
请把金牌放在我的床边！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
到爸爸的这份荣誉。”

妻子旷立夏则站在严治强身后，跟大多数
时候一样，默默支持丈夫。此刻，她的眼里多
了幸福的泪水，“他今年36岁了，说实话，状态
肯定没有以前好。但他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
拿到金牌。”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备战下一届残奥
会。”教练冉俊神情严肃但信心满满。他认为，严
治强完全还能再战赛场。

“非常不容易！他在个人赛时发挥并不太
好，但赛后积极调整，终于‘杀’出块金牌。”冉俊
透露，严治强先后参加了5届残奥会，从最初的
第4名到铜牌、银牌，最后站上最高领奖台，可谓

“二十年磨一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