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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及机遇

（一）时代新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

代，也是我国进入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强国推进的关键时刻。

体育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潜力大、辐射范围

广、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强，具有与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等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多个行业进行交互融合发展的内在

属性，作为“七有”“五性”考核的核心指标，承载着推进

民生幸福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2020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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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以下简称健身设

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于 1 年内编制健身设施建设补短

板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年度目标任务。

2020 年 12 月，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

身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三年工作方案（2020—2022 年）》，

推动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2021 年 4 月 27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

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补齐健身设施短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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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二）发展新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协同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

界级城市群，实现京津冀整体交通协同、产业协同、服务协

同发展，体育作为三地协同发展“催化剂”，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是继 2008 年奥运会后,又一次主

办世界级的运动盛会,不仅能够带动首都体育硬件的升级，

还能够提高体育发展软实力，提升市民素质、改善城市风貌。

（三）区位新要求

大兴区地处北京市南中轴文化发展带、京雄协同发展带、

京津冀高端产业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四带交汇处，坐拥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区域地位优越，《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赋予大兴区面向京津冀的协

同发展示范区、科技创新引领区、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城

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的“三区一门户”发展定位，要求体

育在大兴区发展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带动区域发展活力。

（四）服务新探索

大兴区致力于建成优质均衡、供给丰富、服务高效、保

障有力的现代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全民健身设施网

络，全面提升配套水平，为全区人民提供更便捷、更多元、

更综合的体育健身场所，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健身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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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加强共享共建，探索体育事业的新发展。

二、规划公共体育用地梳理

《北京市大兴区体育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17 年—

2035 年）》落实的公共体育用地数量共计 77 处，总用地面

积 208.46 公顷。从规划公共体育设施体系上看，市级 3 处，

总用地面积 43.78 公顷，面积占比 21%；区级 10 处，总用地

面积 65.23 公顷，面积占比 31.29%；街镇级 27 处，总用地

面积 67.87 公顷，面积占比 32.56%；社村级 37 处，总用地

面积 31.58 公顷，面积占比 15.15%。

其中现状已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12 处，总用地面积

58.57 公顷，面积占比 28.10%；未实施 65 处，总用地面积

149.89 公顷，面积占比 71.90%。

地块现状主要为空地、树林、民宅、临建工棚等，实施

难易程度存在差异。

三、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建设现状

截止目前，大兴区现状已实施公共体育用地 12 处，总

用地面积 58.57 公顷（见附件 1），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为 0.34 平方米（按总人口 171.2 万人计算）。

现状已实施的12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面积占比28.10%。

其中，市级 3 处，总用地面积 43.78 公顷，为芦城体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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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决世界搏击中心及亦庄开发区体育中心；区级 1 处，总

用地面积 5.28 公顷，为大兴体育局运动场；街镇级 1 处，

总用地面积 4.23 公顷，为大兴新城体育中心与其西侧体育

公园；社村级 7 处，总用地面积 5.28 公顷，为大兴新城北

区全民健身中心、北京印刷学院运动场、旺兴湖网球俱乐部、

奥力游泳健身会所、安定镇文化活动中心东边体育场地、育

盛街北侧体育公园及采育镇文体中心。

（二）存在问题

1.公共体育场馆规模较小，规划用地实施率偏低

大兴区体育设施规模普遍较小，现状群众体育设施中多

为 0.1 公顷以下的小型设施，尤其是全民健身路径、乒乓球

场等占地仅在 100 平方米以下的设施较多，而占地较大的足

球场、游泳池、冰雪场馆等设施不足，缺乏可以承担体育赛

事的大型体育场馆。

现状已实施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面积占比 28.10%，未实

施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面积占比 71.90%。《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到 2020 年人均公共体育用

地面积应提高到 0.65 平方米，《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2017 年-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全区人均公共

体育用地面积达到 0.70 平方米，截至目前，大兴区现状人

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仅 0.34 平方米，距上位规划目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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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较大。以北京市 2020 年要求的人均公共体育用地指标为

依据，目前大兴区规划实施率仅为 52.31%；以大兴分区规划

2035 年（按 220 万人计算）人均公共体育用地指标为依据，

目前大兴区规划实施率仅为 38.03%。因此大兴区规划公共体

育用地现状实施率偏低，亟需加快实施进度。

2.体育用地资源分布不均衡，结构体系有待完善

在大兴新城重点建设区域，体育用地规划充足，部分地

块处在多个体育用地的服务范围重叠区域内；在各个镇域内，

体育用地规划相对匮乏，部分城市居住用地及办公用地未被

覆盖在服务范围内。大兴区体育用地资源存在分布不均、覆

盖不足的问题，总体呈现城乡公共体育用地结构失衡的状态，

公共体育服务结构体系有待完善。

3.公共体育设施质量参差不齐，服务能力有待增强

大兴区现有公共体育设施部分存在老旧破损、设施类型

单一、管理维护不到位等问题，配套设施及服务水平有待提

高，难以满足运动人群需求；现状已实施 12 处公共体育用

地中，3 处位于学校（北京印刷学院、芦城体育学校）及单

位（大兴区体育局）,开放及使用效率不足。

4.公共体育设施长效管控机制缺乏，运营模式不佳

截止 2020 年底，大兴区公共体育设施固定资产财政资

金投资 7.68 亿元，财政投资重建设轻运营，缺乏公共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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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长效管控机制。体育场馆在运营中以自主运营为主，

缺乏专业分工与合作意识，未能引入专业运营机构，多数体

育场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资源浪费。

四、工作原则

（一）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近期重建设，远期重方向，对所有规划公共体育用地进

行统筹规划，并分步实施。明确“十四五”期间（近期）建

设任务，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从规划体系、

地块区位、建设需求、实施难易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明确

中期（2025-2030 年）、远期（2030-2035 年）的发展方向

与计划实施地块情况，有序推进公共体育用地的建设实施。

（二）集约高效，科技生态

集约高效利用公共体育用地资源，大力推动公共体育用

地的复合化利用，高标准建设公共体育场馆，提升其科技化

生态化水平，打造体育综合体。

（三）多元融资，社会参与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与经营方式，提升社会化参与比

重，努力实现场馆融资的多渠道，把引入社会资本作为提升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手段。

（四）建管并重，提高效率

建立公共体育设施长效管控机制，切实提高公共体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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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服务能力与服务品质。加快现状公共体育设施的提档升级，

鼓励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有效盘活现有资源，提高公共体育设施使用效率。

五、总体目标

紧紧围绕“七有”“五性”需求，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

“十四五” 时期大兴区体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持续推进

大兴区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补齐短板，全面提升人均公共体

育用地面积，不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体系，逐步构建体

系完善、惠及大众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城市活力，

进一步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对 77 块规划公共体育用地逐一踏勘，综合各地块现状、

土地供应、空间分布、周边居民需求等情况，研究落实“十

四五”期间（近期）拟优先实施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6 处，

总用地面积 24.35 公顷。通过五年的不懈努力，规划至“十

四五”期末，大兴区公共体育用地总面积约达到 82.92 公顷，

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达到 0.45 平方米，初步构建“布局

均衡、高端引领、开放惠民”的公共体育设施发展新格局，

有效满足群众“七有”“五性”需求，带动区域体育产业提

档升级，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规划中期（2025-2030

年）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26 处，到 2030 年公共体育用地

面积达到 142.86 公顷,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达 0.7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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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规划远期（2030-2035 年）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33 处，

到 2035 年公共体育用地面积达到 208.46 公顷,人均公共体

育用地面积达 0.95 平方米（根据《北京市体育专项规划（2017

年-2035 年）》（征求意见稿），大兴区位于多点地区，保

障系数为 1.3）。

六、实施策略

（一）构建多层级的公共体育设施体系

《北京市大兴区体育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17 年

-2035 年）》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分为四个层级：市级及大

型特色体育设施、区级体育设施、街镇级体育设施、社村级

体育设施。“十四五”期间拟实施的 6 处公共体育用地中，

区级公共体育设施 2 处，用地面积 12.41 公顷；街镇级公共

体育设施 3 处，用地面积 10.32 公顷；社村级公共体育设施

1 处，用地面积 1.62 公顷。

区级体育设施需要兼顾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需求，承

办日常体育赛事、群众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等，承担区级专

业运动队伍的日常训练。街道（乡镇）级体育设施提供专业

性较高和场地需求较大的群众体育项目，重点考虑青少年群

体需求，提供三大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游泳场地或

场馆。社区（村庄）级体育设施主要设置场地需求不大、普

及型的全民健身项目，考虑多年龄段的需求，提供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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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健身路径、多功能操场、棋牌桌、健身房（室内）

等设施，作为居住区配套体育设施的补充。

（二）打造“网络+节点”的体育设施布局模式

依据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与人口分布相协调的原则，按照

网格加散点的模式进行布局。在街道（乡镇）级及社区（村

庄）级体育设施构成的网络上，节点分布市级及大型特色体

育设施、区级体育设施。规划引领，按照四个公共体育设施

层级打造布局合理、均衡的 15 分钟健身圈。

（三）推进各类建设用地和空间资源共建共享

统筹推动体育健身场地建设，充分利用公园绿地、“金

角银边”、疏解腾退、边角地、闲置用地、待建地等空间资

源，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植入力度。推动学校、企事业单

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鼓励体育设施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共建共享。

七、“十四五”期间重点建设任务

“十四五”期间（近期）对筛选出的 6 处规划公共体育

用地进行重点建设，丰富场地类型、补齐建设短板，逐步满

足群众健身需求。

（一）推进区级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改造

1.依托区位优势，打造旧宫镇区级特色体育场馆

旧宫镇可建设体育用地面积 5.33 公顷，项目地位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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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内，旧宫公园东北角，位置优越，可打造成为北京市南中

轴文化发展带上新兴体育产业发展明珠，引入电竞、卡丁车、

网球、竞技攀岩等新兴时尚体育产业项目，实现体育运动项

目的多元化、科技化、新兴化供给，丰富活动形式，提升运

动体验，形成以体育休闲、竞赛表演、体育服务为支撑的体

育产业发展链条，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2.紧抓冬奥契机，依托农校卫校地块建设区级冰雪运动

中心

农校卫校地块用地面积 7.08 公顷，位于京雄协同发展

带核心、大兴新城生态服务核心，以公共服务功能为主导，

服务于东组团、西片区组团、生物医药基地组团及东南组团，

区域位置优越，场地范围内农校卫校总计 3.8 公顷待腾退，

场地周边社区建设成熟。

对整体地块进行总体规划、分步实施。2021 年对现状

3.28 公顷用地进行冰球馆及室外足球场的建设，打造区级冰

雪运动中心，后期结合农校卫校腾退，进行综合体育馆（室

内篮球、羽毛球、体操、武术、拳击、击剑、举重、摔跤、

柔道、游泳等体育项目）及其他室外场地的建设。

（二）推进街镇级全民健身中心（广场）建设

1.响应“新国门”要求，建设榆垡镇全民健身中心

榆垡镇作为临空经济区重要的一部分，是北京国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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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承载区、国家航空创新引领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

区，区域位置优越。

榆垡镇可建设体育用地面积 3.17 公顷，响应大兴国际

机场“新国门”要求，结合榆垡镇目前无公共体育场馆现状，

高标准建设成为重点服务于临空经济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充

分满足周边居民及临空经济区服务保障人员的运动健身需

求，场地功能以网球专项为主，配建足球场、篮球场、健身

步道等其他室外全民健身场地。

2.统筹文化用地，建设庞各庄镇文化体育中心

庞各庄镇是大兴新城规划确定的四个重点镇之一。庞各

庄镇可建设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2.76 公顷，考虑庞各庄镇域

范围内无公共体育场馆，规划本地块与东侧文化用地统一开

发建设，建设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重点服务于庞各庄镇内居

民。

3.推进“体教融合”，建设清源街道青少年体育运动中

心

清源街道可建设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4.39 公顷，位于大

兴区第十二幼儿园东北侧。为深度推进“体教融合”发展，

区体育局与区教委联手合作，利用本地块建设青少年体育运

动中心，打造大兴区“体教融合”试点项目，可承接市级、

区级青少年相关体育赛事，拓展体育培训渠道，提升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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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活力。

（三）加大社村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结合新媒体产业基地建设，建设 0302 街区“体育+文化”

融合发展示范基地。

大兴新城 0302 街区可建设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1.62 公顷，

地块辐射 1 公里范围内仅有本地块作为体育服务设施，规划

以服务于新媒体产业基地为出发点，以公共体育服务为基础，

加强体育产业和新媒体产业（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建设

大兴区“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示范基地。

（四）加大学校及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开放力度

配合区教委，充分挖掘学校体育场地资源，制定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开放管理办法，有序推进学校体育场地进一步向

社会开放。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创造条件

向社会开放。

八、“十四五”期间实施计划及投资估算

“十四五”期间（近期）优先对筛选出的 6 处规划公共

体育用地（6 个项目）进行建设，总用地面积 24.35 公顷，

总投资约 16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见附件 2)：

2021 年，依托农校卫校地块可部分建设大兴区冰上运动

中心，投资约 55200 万元。

2022 年，推动大兴区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心、榆垡镇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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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庞各庄镇全民健身中心、区级特色体育场馆等前

期工作。

2023 年，启动大兴区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心、榆垡镇全民

健身中心项目建设实施，2 个项目共投资约 41400 万元。

2024 年，启动庞各庄镇全民健身中心、区级特色体育场

馆建设实施，2 个项目共投资约 56100 万元。同时推动新媒

体产业基地全民健身中心前期工作。

2025 年，推动新媒体产业基地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实施，

投资约 7200 万元。

九、中远期（2025-2035 年）建设计划

根据近期重建设，远期重方向的原则，兼顾远景规划，

对其余未实施的 59 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的实施进度进行统

筹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期建设计划（2025-2030 年）

在其余未实施的 59 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中，建议中期

（2025-2030 年）实施 26 处，总用地面积 59.94 公顷。

从公共体育设施体系上看，这 26 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中区级 4 处，用地面积为 27.75 公顷；街镇级 9 处，用地面

积为 21.52 公顷；社村级 13 处，用地面积为 10.67 公顷。

从地块现状来看，这些用地现状主要为空地与临建工棚，在

中期进行建设相对容易实施（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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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远期建设计划（2030-2035 年）

建议远期（2030-2035 年）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33 处，

总用地面积 65.60 公顷。

从公共体育设施体系上看，这 33 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

中区级 3 处，用地面积为 19.79 公顷；街镇级 14 处，用地

面积为 31.80 公顷；社村级 16 处，用地面积为 14.01 公顷。

从地块现状来看，这些用地现状主要为民宅、树林，实施难

度相对较大（见附件 4），建议在中期着手进行工作准备，

从而在远期进行顺利实施。

十、保障措施

（一）建立体育设施建设协调推进机制

成立大兴区体育设施建设工作专班，由主管区长任组长，

实行区体育局牵头抓综合协调，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规

自分局、区园林局、各街镇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

构建高效顺畅的协调推进平台，确定建设目标、支持政策，

推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建设，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重大问题。

（二）设立体育设施建设审批“绿色通道”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提前介入、及时了解项目建设单位

诉求，协调调度相关职能部门实施并联审批、联合审批。优

化体育设施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压缩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服

务效率，保障建设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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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土地供应计划，保障用地指标落实

土地供应是保障本实施计划顺利实现的核心环节，由规

自分局按照实施计划确定的重点建设任务及建设时序，与区

体育局共同制定土地供应计划，保障用地指标的有效落实。

（四）开辟多元融资渠道，保障建设资金投入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借

鉴先进的管理与经营方式，努力实现多渠道场馆融资，引入

社会资本提升体育设施建设效率。

（五）加强实施监督，保障建设任务实施

将“十四五”期间重点落实的 6 项建设任务纳入区政府

重点工作，区体育局做好日常督促检查，加强部门间沟通协

调，定期向专班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

按照任务分工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切实保障各项任务按时高

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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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现状已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情况表

序

号
名称 地址

占地面积（平

方米）

地块权属

及用途

是现状体育用地的填

写此栏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体育设施

级别

1 芦城体育学校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

西路
337200

北京市体

育局
269760 城市级

2

鸿坤体育公园、

昆仑决世界搏

击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宏福

路鸿坤体育公园内
23300 鸿坤集团 19572 城市级

3
大兴区体育局、

体校

北京市大兴区兴丰

大街 69 号
52830.41

大兴区体

育局
34100 地区级

4
亦庄开发区体

育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天宝

中街 1号
77300

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76800 城市级

5

大兴新城体育

中心与其西侧

体育公园

北京市大兴区乐园

路滨河公园东 260

米

42300
大兴区体

育局
31500 街区级

6
大兴新城北区

全民健身中心

兴华大街与双高路

交叉口西南侧
8600 兴创 16000 社区级

7
北京印刷学院

运动场

圣和巷与兴盛路交

叉口东南侧
4700

北京印刷

学院
0 社区级

8

旺兴湖网球俱

乐部、气膜网球

场

旺兴湖网球俱乐部 4100
旧宫镇政

府
22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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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奥力游泳健身

会所

大兴区隆德路与旧

桥路交叉口西北侧

50 米

4300
旧宫镇政

府
2000 社区级

10 体育场地
安定镇文化活动中

心东边
2000 安定镇 0 社区级

11 体育公园 育盛街北侧 12500 采育镇 0 社区级

12
体育场地、采育

镇文体中心
新北营路南 100 米 16600 采育镇 0 社区级

截止目前，大兴区现状已实施公共体育用地 12 处，总用地面积 585730.41 平方米，

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为 0.34 平方米（按总人口 171.2 万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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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十四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年度 序号
项目

级别

建设

地块
场地现状

地块面积

（公顷）

投资估算

（万元）

2021 1
区级场

馆

大兴农业

技术学校

与卫校地

块

在建 3.28 25200

待腾退 3.8 30000

2023 2

街镇级

全民健

身中心

大兴区第

十二幼儿

园东北侧

地块

空地 4.39 24000

2023 3

街镇级

全民健

身中心

榆垡镇东

方建材城

南侧地块

空地 3.17 17400

2024 4
区级特

色场馆

旧宫公园

东北角
空地 5.33 41000

2024 5

街镇级

全民健

身中心

庞各庄隆

源大街东

侧地块

临时工棚 2.76 15100

2025 6 社村级

开发区北

一号地地

块

空地 1.62 7200

合计 24.35 1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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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期计划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情况表

实施年度

（年）

序

号

地块

编号

场地现状 地块位置 占地面积

（平方米）

体育设

施级别

用地面积

（公顷）

2025-2030

中期

1 DX-5 大兴滨河

森林公园

内绿地

北京市公

安局大兴

分局巡警

支队南侧

55400 地区级

59.94

2 DX-8 空地 金茂悦健

身公园东

南部

96400 地区级

3 DX-9 空地 金茂悦健

身公园东

南部

75700 地区级

4 DX-10 空地 金茂悦健

身公园东

南部

50000 地区级

5 DX-17 海信、雪花

电器厂房

兼办公楼

清源路与

兴业大街

交叉口东

南侧

11300 街区级

6 DX-18 空地 新源大街

与民和路

交叉口东

北侧

22000 街区级

7 DX-20 空地 观音寺早

市东北侧

22400 街区级

8 DX-28 公园、池塘 宋各庄村

西侧勇士

勋章（卡丁

车）门口

20900 街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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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X-29 空地 伍各庄村

东侧

22500 街区级

10 DX-30 空地 伍各庄村

东侧

26500 街区级

11 DX-37 拆迁后的

空地

青云店中

学西侧

29100 街区级

12 DX-39 空地 鸿坤广场

A区东侧

4900 社区级

13 DX-44 平房、空地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附属实验

小学

西侧

6200 社区级

14 DX-47 黄村桥农

贸市场

北京市大

兴区黄徐

路

5500 社区级

15 DX-48 空地 北京市大

兴区义和

庄东路临

5号

4200 社区级

16 DX-54 空地 北京市大

兴区南海

子公园三

期西

门 100 米

4100 社区级

17 DX-55 空地 月季大会

安置房北

侧

221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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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X-59 空地和停

车场

沁水营村

北

1400 社区级

19 DX-60 空地 靳七营街

中段

11300 社区级

20 DX-64 空地 定发街北

侧

14100 社区级

21 DX-71 空地 采育文化

广场西南

侧

9500 社区级

22 DX-15 厂房、空地 兴华大街

与康庄路

交叉口东

北侧

17700 街区级

23 DX-36 一层临建

工棚

通武线与

青魏支线

交叉口西

北角

42800 街区级

24 DX-42 空地、临建 海户新村

村委会南

部

3800 社区级

25 DX-51 临时工房 北京市大

兴区新康

路西红门

镇新

建一村村

委会

4400 社区级

26 DX-69 临时工棚 农行采育

分理处对

面

152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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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远期计划实施规划公共体育用地情况表

实施年度

（年）

序

号

地块

编号

场地现状 地块位置 占地面积

（平方米）

体育设

施级别

用地面积

（公顷）

2030-2035

远期

1 DX-6 厂房 北京市邮

政管理局

大兴仓库

东部

66100 地区级

65.60

2 DX-11 树林、平房 礼贤镇第

一中心小

学西部

66800 地区级

3 DX-12 耕地、大棚 求贤村西

北部

65000 地区级

4 DX-19 民宅，东部

有部分健

身设施

大兴区海

子角村村

委会西侧

15100 街区级

5 DX-21 树林 大兴区黄

村镇周村

村民委员

会西侧

24300 街区级

6 DX-22 树林 大兴区黄

村镇周村

村民委员

会西侧

20400 街区级

7 DX-23 树林 北京市残

疾人文化

体育指导

中心西北

侧

26300 街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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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X-24 民宅 狼垡四村

村委会南

侧

10100 街区级

9 DX-25 民宅，其中

大部分民

宅已拆除

大兴区梁

家务村

30000 街区级

10 DX-26 已拆除腾

退

大兴区梁

家务村东

部

20100 街区级

11 DX-31 树林 礼贤家园

南侧礼刘

路北

27800 街区级

12 DX-32 大棚 东黄岱幸

福晚年驿

站东南侧

29500 街区级

13 DX-33 耕地 新桥村西

侧

26200 街区级

14 DX-35 树林 金荣街榆

垈路交叉

口 西 150

米

46800 街区级

15 DX-38 民宅，东南

角是个休

闲小公园

长子营镇

靳七营村

24900 街区级

16 DX-40 教学楼、拾

村村委会

北京城市

学院表演

学部

9900 社区级

17 DX-45 住宅楼 北京市大

兴区妇幼

保健院对

面

41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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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X-49 树林 兴水家园

北 1 门北

侧

4000 社区级

19 DX-50 民宅 北京黄村

福宁中医

诊所西部

6900 社区级

20 DX-56 树林 魏新大街

与魏东路

交叉口东

北角

12000 社区级

21 DX-57 树林 长子营中

学 正 北

300 米

1300 社区级

22 DX-58 树林 长子营中

学 西 北

300 米

1400 社区级

23 DX-61 民宅 沁水营村

内

1300 社区级

24 DX-62 民宅 长子营镇

政府西侧

200 米

1400 社区级

25 DX-63 北京日光

精细产业

园、水厂办

公楼

北京市大

兴区安福

路 1号

8600 社区级

26 DX-65 大棚 沙台子公

交站北侧

139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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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X-67 树林 十四中安

定分校东

侧

9400 街区级

28 DX-72 树林 东祥路南

端

7100 街区级

29 DX-73 耕地 军工路北

侧

18100 社区级

30 DX-74 耕地 郝礼路东

侧礼贤二

村村委西

侧

19500 社区级

31 DX-75 民宅 求贤村 19500 社区级

32 DX-76 树林 大兴区建

业学校南

部

13769.59 社区级

33 DX-77 树林 大兴区委

党校西侧

4500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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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77 处规划公共体育用地调研情况统计表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1）

卫星图 棒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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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2）

卫星图 搏击馆



28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3）

卫星图 田径场



29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4）

卫星图 综合体育场



30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14）

卫星图 外观



31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41）

卫星图 外观



32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43）

卫星图 室外篮球、田径场



33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46）

卫星图 室外篮球场



34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52）

卫星图 室内网球场



35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53）

卫星图 健身设施



36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66）

卫星图 室外足球场



37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68）

卫星图 室外足球场



38

现状已实施体育用地（DX-70）

卫星图 室外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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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

现状照片



4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

现状照片



4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

现状照片



4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8、9、10）

现状照片



4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1）

现状照片



4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2）

现状照片



4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3）

现状照片



4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5）

现状照片



47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6）

现状照片



48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7）

现状照片



49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8）

现状照片



5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19）

现状照片



5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0）

现状照片



5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1、22）

现状照片



5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3）

现状照片



5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4）

现状照片



5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5、26）

现状照片



5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7）

现状照片



57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8）

现状照片



58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29、30）

现状照片



59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1）

现状照片



6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2）

现状照片



6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3）

现状照片



6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4）

现状照片



6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5）

现状照片



6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6）

现状照片



6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7）

现状照片



6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8）

现状照片



67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39）

现状照片



68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0）

现状照片



69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2）

现状照片



7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4）

现状照片



7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5）

现状照片



7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7）

现状照片



7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8）

现状照片



7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49）

现状照片



7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0）

现状照片



7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1）

现状照片



77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4）

现状照片



78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5）

现状照片



79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6）

现状照片



8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7、58）

现状照片



8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59）

现状照片



8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0）

现状照片



8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1、62）

现状照片



8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3）

现状照片



8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4）

现状照片



8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5）

现状照片



87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7）

现状照片



88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69）

现状照片



89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1）

现状照片



90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2）

现状照片



91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3）

现状照片



92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4）

现状照片



93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5）

现状照片



94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6）

现状照片



95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6）

现状照片

86188




96

规划公共体育用地（DX-77）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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