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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022-2035 年）》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满足我市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身需求，统筹解决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总量不足、

结构不优、质量不高等问题，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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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

36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

纲要的通知》（粤府〔2020〕45 号）《梅州市“十四五”时

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方案》（梅市体群〔2022〕

11 号）等文件要求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梅州市的

实际情况，制定《梅州市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2-2035

年）》（下称《规划》）。

二、制定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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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36 号）

2、《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

施纲要的通知》（粤府〔2020〕45 号）

3、《广东省体育设施空间规划（2020-2035）》

4、《广东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2021）

5、《梅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6、《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梅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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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梅市府〔2021〕31 号）

7、《梅州市“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

五年行动方案》（梅市体群〔2022〕11 号）

8、《梅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9、《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三、规划总体框架

《规划》共设置 7 章。

第一章为“规划总则”。简述规划背景，明确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规划对象、规划依据。

第二章为“规划目标”。提出规划期末体育发展的总体

目标和规划原则。

第三章为“体育设施配置体系及标准”。提出构建“市

级—县（区）级—乡镇（街道）级—社区（村）级”的四级

梅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分级体系。结合梅州实际，制定各级公

共体育设施的配置标准，并提出人均体育用地标准要求。

第四章为“市域体育设施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市域体

育设施总体布局结构，并针对全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规模、

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提出纲领性指引，重点确定市域大型

体育设施的空间布局。

第五章为“中心城区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分别对

梅州市中心城区、兴宁市中心城区、平远县中心城区、蕉岭

县中心城区、大埔县中心城区、丰顺县中心城区、五华县中

心城区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空间布局优化。

第六章为“近期建设规划”。明确近期建设目标与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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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第七章为“规划实施”。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加强组

织领导” “强化体育设施用地保障，科学规划布局体育场

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多元化长效投入机制” “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管护技术创新”等保障措施。

四、规划目标和任务

《规划》提出，至 2035 年，建成覆盖“市—县（区）

—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城乡优质均衡的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人均体育用地面积达 0.7 平方米以上、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 2.9 平方米以上，基本实现城乡“15 分钟健身

圈”全覆盖。

围绕四级公共体育设施分级体系与公共体育设施的配

置标准，《规划》针对市域、中心城区两大层面分别提出布

局规划。

1、在市域体育设施布局规划层面，一是形成“一心、

一带、六副、多层次、网络化”的市域体育设施总体布局结

构。二是根据对各层级公共体育设施用地规模缺口与设施类

型的测算，通过“盘活存量—适度增量—复合用地”方式，

补齐梅州市域各级公共体育设施缺口。三是围绕“用好存量，

做好增量，提升质量”用地选址策略，提出居住区及公共绿

地内足球场地配置标准指引。

2、在中心城区体育设施布局规划层面，通过落实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衔接控规和相关规划，优化各县（市、

区）中心城区内公共体育设施布局；根据《梅州市“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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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方案》《梅州市全民

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2023 年）》《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

部与梅州市体育局共建“穗梅”足球小公园建设方案》等文

件要求，补齐“两场一馆一池一中心”建设短板，建立台账，

明确各县（市、区）中心城区近期建设内容。

五、保障措施

《规划》从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一是坚持政府主导，

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对体育设施建设的主导作用，建立

多部门协调机制，完善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

级联动的体育行政管理架构。二是强化体育设施用地保障，

科学规划布局体育场地。将规划的公共体育设施纳入国土空

间“一张图”，为设施建设预留空间；支持开展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促进乡村地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三是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多元化长效投入机制。建立以公共财

政为杠杆、吸纳社会资本的多元投资机制；探索并完善投资

补助、基金奖励、担保融资、贷款贴息、项目帮扶等政策制

度。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管护技术创新。建设体育

服务人才队伍，提升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上岗率；利用监测

预警评估管理系统，对体育设施实施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动

态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