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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的2020年上海市游
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联席
会议上，确定了今年上海游泳场
馆夏季开放时段为7月1日到8
月31日，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
表示，这个夏天既要为泳池复工
复产提供条件和服务，又要主动
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将隐患消
灭在萌芽状态。

而自5月以来，市体育局与
市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随申
码”在体育场所拓展应用，利用
大数据平台，让“随申码”与“上海
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二
维码即“健申码”互联互通，既落
实了疫情精准防控手段，可根据
需要对密切接触人员快速追溯，
同时也满足泳客健康承诺卡核验
要求，简化了泳客入场流程。

目前，沪上 59 家开放的游
泳场所已试点运行，今夏将全面
推广。截至 6 月 18 日，“随申

码”泳客扫码记录达 27001 人
次。

市大数据中心市体育局派
驻组组长陈晓海接受记者采访
时也表示，“二卡联动”基于全市
大数据中心，通过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来实现的。“这次我们提供
了游泳健康二维码的用户数据，
然后大数据中心提供了我们随
申码的用户数据，我们通过两部
分数据的叠加，然后再通过应用
场景的叠加，那么既方便了市民
入场，也方便了我们场馆的工作
人员去核验市民的健康状况是
否适合入场游泳，进一步解
决了我们管理上的痛点，
也方便了市民享受我
们 的 体 育 的 服
务 。”陈 晓 海
说。

夏季原本就是体育运动的旺季，随着本市的体育场馆纷纷恢复开放，市民参与体育健身
的热情也日益高涨。不过面对夏季炎热的气温环境，以及今年特殊的防疫需要，市民在夏季
参加运动时必须把控伤病和意外的风险。

只有保证安全，才能真正强身健体，充分享受运动的魅力。针对时下几项热门的运动项
目，青年报记者邀请专家、业内人士一起为市民分享夏季运动的避险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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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是市民们在
夏季非常喜欢的运动
项目，既能强身健体，
又能消暑休闲。但与
此同时，游泳也是一项
高危运动项目，面对着
伤病、溺水等风险，尤
其是这个夏天处于常
态化防疫状态，泳客们
更需要重视自我保
护。同时全市的游泳
场馆也在不断强化安
全保障，推出了一系列
的新防控措施。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据统计，去年 7 月 1 日到 8
月31日的游泳场馆夏季开放时
段内，上海对外经营开放的游泳
场馆达到802家，累计开放场次
约40万场。其中成功救助溺水
泳客208起，这一数据较2018年
100 余起增加 100%。看似溺水
情况增加了，事实上是救生力量
越来越强化了，对于泳客的救助
愈加到位。而且这两年都没有
出现重大溺水事故，2019年市体
育局还表彰了全市41家“连续

安全开放 20 年”的游
泳场馆。

对 于
泳池、

泳客出现意外不断减少的情况，
资深救生员、静安区运动健身
中心游泳馆主管王庆麟表示，
一方面因为现在提倡全民健
身，市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
高涨，尤其是游泳这项运动普
及率比较高，“现在游泳培训班
开设了很多，去学游泳的市民
也很多，尤其是小朋友们，所以
市民总体游泳水平和技能都在
提高，更科学更系统地参与这
项运动，那么出现意外的情况
自然就少了。”王庆麟说，“另一
方面泳协、救生协会对救生员
这一块工作抓得越来越紧，要
求也比较严格，比如我们的静
安体育健身中心的游泳馆，每
天都会组织救生员进行训练，

每个月进行一个技能的
考核，所以说从多方

面来抓住泳池
安全。”

“二卡联动”强化风险防控 防患于未然，保证“零重大事故”

泳馆应全力防控
泳客当量力而行

避险
攻略

下水前 运动开
67 岁的吴怀老先生家住瑞

金花园，比邻的黄浦区游泳馆是

他光顾最多的游泳场馆，几年来

保持着每周2到3次的游泳习惯，

且不避寒暑。今年由于疫情防控

的原因，游泳馆直到4月才逐渐

开放，而且在限流的情况下必须

提前预约才能参加游泳，吴先生

参加游泳的次数要少了许多。

而在时隔3个月后第一次走

进游泳池时，身体还出现了一些

小状况，“当时水温还是挺低的，

虽然之前做了一些暖身，但是下

了水后腿上的肌肉还是有点紧，

好在离岸边不远，而且救生员也

第一时间下来询问了情况，给了

我一些建议。”吴先生说，“我也

建议市民在重返泳池时还是要

循序渐进，一点点适应水温，特

别是第一次游，一定要慢。”

静安区运动健身中心游泳

馆主管王庆麟表示，由于疫情

的原因，许多泳客已经几个月

没有游泳了，而且越是资深的

泳客，越要注意刚刚下水时必

须循序渐进，“俗话说善游者

溺，资深泳客一定不能大意，如

果是几个月后第一次接触游泳，

还是从浅水区进入，不要马上就

跳到深水，然后在水里可以先走

走，慢慢地游起来，能感觉到自

己身体完全适应了再进入以前

的游泳状态。”

王庆麟建议泳客们在下水

前做好充分的暖身，拉伸筋骨，

把自己充分运动开了，有助于更

好地适应泳池环境和游泳节

奏。对于老年泳客，他建议尽量

不要过于激烈，可以选择平缓式

的或者抬头蛙泳，这样可以吸到

大量的氧气。

王庆麟指出的另一个风险

是心血管问题，“如果你通宵熬

夜了，或者是连续工作感到很疲

惫，又或者是饮酒了，那千万不

能来游泳。”王庆麟说，“现在上

班族工作强度大，自身压力也比

较大，而且当下黄梅天天气比较

闷热，如果感到自己不是很舒

服，就尽量不要来参加游泳运

动。最重要的就是量力而行，对

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准确的

认识。”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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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上海一处试点游泳场所内通过人脸识别设备进行“二码合一”核验。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