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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助力“健康中国”
编 者 按 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大力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人
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需
要，也是体育服务健康中国
建设的首要任务。一些读者
来信认为，全民健身正成为
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拉动内
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动力源，应着力构建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
体育工作格局，让“体教结
合”、“体医结合”等落到实处。

近日，笔者在山西省壶关县黄山乡黄
山村看到，村中大街公路旁的一处健身场
所空无一人，安装的太极推揉器、压腿训
练器、太空漫步机、扭腰器等好几种健身
器材因年久失修，早已油漆脱落、锈迹斑
斑，其中有几件器材已被村民随意堆放在
路边的石料、灰渣掩埋。

近年来，许多农村文化广场都安装了
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成了农村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然而，与城市里红红火火有声
有色的全民健身活动相比，许多农村体育

活动场地因无人管理，设施形同虚设，不
仅会给公众健身锻炼带来不便，而且也存
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当
前不少健身器材属于公益性质，一般为政
府采购或体彩等公益机构捐赠，这些部门
往往只负责采购或捐赠，很少有后续的维
护管理；而行政村因不是直接责任方，很
少主动参与到便民健身器材的维护管理
之中。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对体育健身缺
乏正确认识，认为自己干农活就是锻炼

了，没有必要参加健身活动。
要让农村健身活动真正热起来，需要

加大对农村体育事业的投入。首先，要明
确相关方的管理责任，建立资金投入与技
术服务保障机制。其次，建立农村建设器
材管理维护制度，加强农村社区公共健身
器材的管理和维护。再次，加强基层农村
全民健身工作指导和宣传，帮助广大农民
群众树立以健身促健康的理念，引导农村
居民正确使用和自觉爱护公共健身设施。

（山西省壶关县树掌中心校 李青莲）

让 农 村 健 身 活 动 热 起 来

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科学锻炼是前提
体育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体育可以全周期、全人群
保障人的身体健康。有规划地定期参
与体育锻炼是维护生命张力、降低慢
病风险、对抗亚健康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运动结果都
有益健康，必须了解运动的特性，才能
让运动更好地为健康服务。因此，全
民健身的前提是科学锻炼，即全民健
身运动应以健康为目的进行锻炼，以
区别于以运动技能提升为目的的运动
训练。

科学锻炼的基本特性是安全性、
有效性、可持续性。科学锻炼的安全
性，包括了运动中的心脏病、血糖波动
的风险，也包括了运动中运动急、慢性
伤病的风险；科学锻炼的有效性，是指
必须以降低各种生活方式病的发生风
险为目的；科学锻炼的可持续性，即如
何让运动快乐、有趣味，让科学锻炼能
够持续终身。因此，设计得既好玩又
健康、带来身心愉悦的运动才是可持
续的运动。

要实现科学锻炼，有三个基本要
求：一是锻炼的种类必须全面。运动
要多样化，必须包括心肺耐力运动、抗
阻力运动、骨质增强型运动、柔韧拉伸
运动、协调练习、灵敏练习、平衡练习
等。二是运动的部位必须全面。身体
上下左右前后都要练到。上至颈部肌
肉的抗阻训练，下至脚底肌肉的训练，
前边的胸肌、腹肌，后边的背肌、腰肌、
臀大肌；不仅身体优势侧要锻炼，而且
非优势侧也要锻炼。部位不全面会导
致某些肌肉运动过度并发生痉挛，而
另一些肌肉运动不足并发生退化。三
是运动的强度要全面。不同强度运动
的效果不同。大强度的运动效果，不
是低强度运动延长运动时间就可以达
到。而强度的大小是个体化评估的。
比如一个卧床老人，下地绕床一圈就
可能算大强度运动了，而一个小孩，跑
得浑身冒汗，也可能仅仅算是中等强
度。同样的运动，反复做，人会逐步习
惯，形成能量节省，导致原来的大强度
运动也会变成中等强度。运动要产生
结果，必须构成刺激。没有强度的刺
激是无效刺激。没有强度的运动，也
就仅仅是消耗一些能量罢了。

科学锻炼是体育科学、医学、营养
学有机结合的产物，健康需要的运动
很多，也不可能一次都练到，科学锻炼
是不断发现自身体质的短板并且针对
短板进行训练的过程。对个体来说，
应全面有计划地科学合理安排健康需
要的所有运动。

科学锻炼，需要体育与医疗的融
合。没有运动前医学安全评估、运动
中安全监控以及急救设备等医疗保
障，患者也不敢有强度地去运动；没有
医疗，单纯体育无法判断运动对健康
的有效性；没有体育，单纯医疗无法让
运动快乐，无法将体育锻炼作为生活
的一部分持续下去。体育与医疗的融
合发展，形成了科学锻炼的基本框架，
从而让全民健身更有效、更安全、更
快乐。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郭建军)

本版编辑 魏倩玮

文字整理 欧阳梦云

电话:010-58392644 邮箱:dzzs@ced.com.cn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以运动
收获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近些年，笔
者工作的军休所也配备了不少健身器材，
在专业健身教练的指导下，所里不少“老
药罐子”通过体育锻炼，慢慢扔掉了“药
罐”。

在吃得越来越好、“宅”得越来越深的
当下，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容易引发亚健康
和心理疾病。持续的锻炼不仅能改善身
体的内平衡，而且能调情绪、减压力、强意
志，因此，应加快促进体育与健康生活方

式 融 合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多 样 化 的 体 育
需求。

一是推动形成投资健康的消费理念
和充满活力的体育消费市场。完善政策
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健身休闲设施规
划、建设、运营，盘活现有体育场馆资源，
打造健身休闲综合服务体。大力支持发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休闲项目，丰富业
余体育赛事供给，鼓励健身休闲设施设备
和器材装备研发与销售。

二是制定全民健身传播行动计划，引

领全民健身新时尚。充分利用新技术、新
方法，推动全民健身生活化。加强体育运
动指导，鼓励社会资本开办康体、体质测
定和运动康复等各类机构。

三是关注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加强
学校体育教育，将提高青少年的体育素养
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内容。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老年健身
体育设施,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和健身体
育广泛开展。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军休所 祝文忠)

让体育成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全民健身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但
也要看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的
矛盾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全民健身的
公共财政投入依然较低，多元筹资渠道尚
未建立，全民健身氛围不平衡、信息化程
度不高等。

要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可持续发展，必
须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方针，既要多渠道增加投入，又要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
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体育健身需求。

一是要明确市县以下政府为全民健

身投入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使全民健身资
金投入与使用重心不断下移，把全民健身
相关设施建设等作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产品来提供。在增加全民健身公共投入
的同时，要统筹兼顾，注重公平，补齐短
板，大力扶持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
地区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着力消除薄弱环
节，解决全民健身投入地区、行业不均衡
问题。

二是要鼓励社会力量加大对全民健
身事业的投入力度，拓展社会资源进入全
民健身事业的途径和渠道。积极通过政
府购买社会体育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全民

健身事业的兴办、营运。制定完善政府购
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目录、办法和实施
细则，逐步提高对基层健身组织和健身赛
事活动等的购买比重，促进全民健身网络
化、社会化、均等化。

三是要严格评估、监管和问责，把钱
花在“刀刃”上。通过行政问责、审计监
督、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查，以及
项目后续使用与管护跟踪评估等措施，为
全民健身资金科学化、规范化、绩效化、精
细化管理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模式和经验，确保花好每一分该花的钱，
从而形成全民健身良性发展格局。

(云南省曲靖市财政局 彭竹兵)

专 家 观 点

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棚户区改造的推

进，城市建筑新建、改建、扩建、拆除和装修
产生的废弃物大幅增加。这些建筑垃圾中
的建筑用胶、涂料、油漆等属于难以降解的
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并含有有害的重金属
元素。建筑垃圾的随意丢弃，不仅影响市
容市貌，还威胁着生态环境。如何科学处
理建筑垃圾，成为城市发展迫切需要解决
的难题。

要减轻建筑垃圾对城市环境的二次影

响，需要加快实现建筑垃圾处理减量化、资
源利用化和无公害化。一是尽快出台《关于
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的
意见》，指导和推进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循环
经济发展规划，解决项目建设用地困难问
题，构建包含建筑垃圾产生、分类、运输、再
生利用、工程应用等各环节的监管体系，确
保建筑垃圾处置及资源利用工作顺利实施。

二是要建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联动

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分工、职责，将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节能减排
工作，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做到有章
可循，考核有据可依。

三是要设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
准入条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投资经营；同时，对符合标准的再
生产品，要列入绿色建材推荐目录、政府绿
色采购目录，明确政府投资项目，优先采用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规定其他项目应用建

筑垃圾再生产品的比例。
四是要健全建筑垃圾运输、处理执法

协调制度。尤其是要完善城市建筑垃圾
收集、运输、回填、消纳和利用等各个环节
运行监管体系。针对少数渣土车辆跟执
法人员“躲猫猫”及渣土夜间运输较多的
现象，相关执法人员可采取定点执法和上
路巡查相结合的办法，对违规单位予以行
政处罚。

（安徽省颍上县 朱 波）

提高贫困人群整体素质
10 月 8 日《经济日报》刊发的《精准识贫，精准

发力》一文，报道了海南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的经
验，对于全面实施精准扶贫，切实抓好扶贫开发工
作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扶贫先扶智，提高贫困人群的整体素质是推动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关键。一是找准致贫原因，明
确扶贫对象。当前，各式各样的扶贫帮扶活动，帮
助贫困群众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但这仅仅是外
因，而扶智才是推动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因。为
此，必须找准致贫原因，调查清楚扶贫对象，并明
确“扶持谁”、“扶什么”的问题，才能精准识贫，精
准发力，切实抓好精准扶贫工作。

二是完善扶贫措施，努力做好“怎么扶”。要切
实围绕“扶贫先扶志，科技来引路，政策要落实，工
作做到户”的扶贫工作思路，在帮助广大贫困群众
改善生产生活和学习条件的扶贫工作中，除了送钱
送物，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还要充分调动贫困群众
的主观能动性。加快智力扶贫开发工作，增强贫困
群众自身脱贫致富的实践能力，才是扶贫工作的真
正意义所在。

三是转变思想观念，增强自身脱贫致富能力。
作为贫困群众，也应切实改变等靠要的思想，除了
政策、资金和别人的支持帮助外，主要靠自己发奋
图强。要从帮助贫困群众内强致富能力素质上下
功夫，努力增强其自身的脱贫致富实践能力，帮助
他们以创新图变的精神，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云南省宣威市文兴乡 周均虎）

防范高空隐患须监管“落地”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日益紧凑，大楼越

来越多、越来越高，高空悬挂物如广告牌、空调室外
机等日益增多，高空坠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
响市民生活环境及生命财产的安全隐患。

为了避免高空坠物伤人事件，各地也想了不少
办法。如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来临前夕，搞突击排
查，或是开展市民举报头顶“炸弹”有奖活动。但这
些方法大多是临时抱佛脚的行为，缺乏系统性，效果
也有限。治理“高空隐患”还需要打好“组合拳”，让
监管真正落到实处。

一方面，要提升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高空隐
患”源头无非有二：一是高层建筑墙体或广告牌等脱
落；二是市民阳台上的花盆等物体被大风刮落或高
层住户乱丢杂物。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宣传教育，
提醒居民不要在无专用设施的阳台栏板、外窗窗台
外侧摆设花盆等饰品，更不能高空抛物，危害他人人
身安全。

另一方面，要强化执法力度，让监管不留死角。
我国《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对民用建筑
尤其是高层建筑的外墙、窗户等进行了明确的建设
规定，防止房屋使用过程中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的
发生。《刑法》也明确了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的责
任主体应该承担的法律风险。但“高空隐患”要事后
严惩，更要预防为先。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建立安全
巡检机制，对居民小区和道路两旁存在的安全隐患
定期或不定期地排查，有效防止“人祸”的发生。

此外，社会和民众也要积极参与监督，对“高空
隐患”零容忍。只有相关主体共同提升安全意识，做
好防范工作，才能遏制高空坠物事件频发势头。

（北京市海淀区 范佳富）

用法治化解社会治理难题
10 月 9 日，《经济日报》刊发的《一切为了群众

的幸福安宁》一文，报道了江西省深入依法治国理
念，改革创新综治工作化解社会顽疾，不但为“平
安中国”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创新样本，而且让百姓
获得幸福安宁的经验做法，对各地的综治工作都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人们多元利益
诉求的叠加，一些社会矛盾突出存在，不但制约了
经济发展，而且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风险和压力。
因此必须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健全法
律法规，完善政策制度，化解社会治理难题。

首先，政府做好领导推进工作，合理制定并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依法、立法，推动各级矛
盾纠纷处理步入法治化轨道，构建公正透明的处置
机制，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执法严明，维护社会公
正公平和正义。

其次，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社会
风气。诚信体系建设是化解社会顽疾的根本和必
经之路。各级政府及群众，都应该恪守诚信。倡导
文明诚信的优良社会风尚，树立诚信建设人人有
责。

最后，努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营造依法治国
的社会氛围。要加大对法律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
视、网络等方式，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让广大群
众自觉守法，依法维权，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辽宁省调兵山市 苏 洁）

◀10 月 13 日，山西省原平市首届“忠孝文化
艺术节”系列活动上，太极拳队正在表演。该市组
建了健身操、太极拳、健步走等不同形式的全民健
身队伍200余支，参与人数达到了20多万。

吉建平摄

▶近年来，江西省
泰和县积极开展群众性
体育健身活动，图为 10
月 12 日，泰和县第七届
运动会上，群众进行瑜
伽表演。

邓和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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