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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风靡的“云健身”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互联网+健身”的发展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 《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下文简称 《意

见》） 提出，将推进“互联网+健身”，开发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统，打造“全国社区运动

会”品牌。

网上中国

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云健身”广受热捧

防疫期间，居家健身、宅家运动成为新
时尚。让健身链接“云”、拥抱“云”，是不
少健身企业和体育从业者的选择。越来越多
的运动爱好者选择“云端”健身方式，“互联
网+健身”迎来快速发展。

根据健身软件Keep的数据显示，防疫期
间用户运动时长平均每次 36.2分钟，比 2019
年将近翻了一番。除了健身类软件用户暴涨
之外，不少健身机构也借机推出线上服务。
健身教练在直播平台当起了“网红”，很多退
役和现役体育明星也登上“云端”，录制视频
指导大众健身。

随着“云健身”领域的需求增加，越
来 越 多 的 “ 新 玩 家 ” 也 开 始 涌 入 这 一 领
域。一些体育媒体平台、综合视频平台利
用各自优势进行资源布局，通过与健身机
构、媒体、体育管理部门的合作，推出一
系列健身节目和资源，介入泛体育市场，
开拓新的商业机会。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健
身新模式。福建厦门的居家健身线上运动
会吸引不少市民参与；青海推出线上居家
健身活动，涌现出一批积极引领健身时尚
的“推广带头人”“健身达人”；山东青岛
城阳区首创的“阳台马拉松”和“家庭趣
味运动会”受到居民热捧。日前，浙江省
开展的城乡居民居家健身状况调研显示，
防疫期间，该省有 81.54%的居民进行了健
身活动，其中 82.5%的居民认可居家健身的
必要性。

业内人士认为，防疫期间的“云健身”
给全民健身带来了多重好处，“互联网+健
身”的火热将带动体育消费增长、驱动体育
产业发展。

在线健身成趋势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居
民健身意识增强，“互联网+健身”的新形态

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
智研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人运

动健身的方式正逐渐由无工具健身扩展至
“线上+线下”相结合，在线运动健身客户
数量从 2014 年的 1040 万人暴增到 2018 年的
1.26 亿人。业内人士预计，经过防疫期间

的考验，在线健身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高
速发展。

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公众对运动
健身越来越重视。在家运动的云健身方式能
否成为一种常态延续下去？

业内人士表示，疫情过后，大众健身

会趋向正常化，户外、场馆健身依然会是
主 流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 云 健 身 ” 会 消
失。疫情加速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互联网
基因植入，基于线下场景的健身休闲产业
将加强线上教育和培训，实现多元化的经
营模式。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德
胜建议，体育、教育、卫健等部门与“互
联网+健身”平台合作，尽快建立家庭体育
与家庭健康指导体系，为每一个家庭建立

“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数据库，为家庭成
员的科学健身提供多元化的精准指导，并
鼓励相关产业部门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健
身产品。

社区体育更智慧

对于“互联网+健身”的发展，《意见》
侧重于从社区体育的角度，强调互联网平台
的助推作用。

《意见》提出，依托现有平台和资源，委
托专业机构开发基于PC端、移动端和第三方
平台的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统，集
成全国公共健身设施布局、科学健身知识、
社会体育指导员情况等内容，实现健身设施
查询预订、社会体育指导员咨询、体育培训
报名等功能。

与此同时，这一系统还将作为“全国
社区运动会”的总服务保障平台。依托该
平台，运用市场化方式打造“全国社区运
动会”品牌，鼓励各地正在开展或拟开展
的 线 上 、 线 下 社 区 赛 事 活 动 自 愿 加 入 平
台，为相关活动提供组织管理、人才技术
等方面的支撑。

“建立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
统，推进‘互联网+健身’数字平台建设，
实 际 上 是 提 高 全 民 健 身 公 共 服 务 的 智 能
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首都体育学院
校长钟秉枢表示，社区体育活动平台对未
来国家社区建设，包括社区安全服务保障
等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建立了一个非常强
大的网络，为未来社区的整体建设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防疫期间，借助于 5G、大数据等技
术，线上与线下的健身活动正在打通。全
国多地已推出“健身地图”“健身一码通”
等 线 上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用 户 只 需 使 用 手
机，就可实现体育场馆预订、体育消费券
领用、赛事培训报名、健身地图导览等各
类健身需求。

而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体育总局信
息中心、科研所组织国体智慧体育技术创
新中心开发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中，
已集纳上万个体育设施的开放服务信息，
其中包括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 1000 多个大
型公共体育场馆信息，具备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开放信息公开、场地预订、赛事活
动、赛事直播、体育场馆信息化建设咨询
指导等功能模块。

阿里达 （Alida） 是一个提供
消费者实时动态行为分析的服务
平台，是众多行业领先品牌信赖
的合作伙伴，公司总部位于加拿
大温哥华。罗斯·温莱特 （Ross
Wainwright） 是该公司的首席执
行官。

在加入阿里达之前，温莱特
曾是欧洲跨国软件公司思爱普

（SAP） 的首席客户官，负责监督
客户参与度，以确保公司业务的
成功实施和更新。他也在日本最
大的电信运营商NTT和全球领先
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 服务公
司 Dimension Data 担任过高级职
位，专注于网络、安全以及服务
咨询管理。此外，他还是一位经
验丰富的软件管理者，能准确识
别并快速追踪机遇，从而创造有
价值的商业成果。

2019 年，温莱特正式加入阿
里达，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该
公司提供基于云的智能客户平
台，与全球数百个品牌展开合
作。公司不仅创造了持久的客户
关系，还树立了深受客户信任的
品牌形象。

在阿里达，温莱特看到了创
造客户体验管理 （CXM） 的巨大

潜力，这也是减少客户流失、创
造有意义的体验和发现新的市场
机会的好方法。他相信，最佳的
商业决策是企业与客户共同做出
的。因此，他为公司制定了一个
长期的增长计划，组建了自己的
全球团队，帮助企业发现并实践
客户的真实想法，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最大价值。

今年，阿里达推出了世界上
第一个客户体验管理平台，通过
有效的客户体验管理来挖掘深度
洞察力，与全球客户互动，打造
了改善客户体验的完整解决方
案。温莱特认为，公司帮助合作
伙伴获得了令人信服的客户反
馈，通过广泛的反馈将客户的真
实想法转化为行动，“凭借在提供
洞察客户方面的长期记录，我相
信公司的未来无可限量。我期待
与才华横溢的团队紧密合作，帮
助各行业客户提质增效，实现创
新发展。”

温莱特是一位以目标为导
向、具有创新性的领导者。他在
建立和领导高效组织、推动变革
以及实现持续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方面有着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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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关注”涉嫌侵权

停车费结算、公共场所用 WiFi、餐厅点菜埋
单……如今，各类公众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
部分，然而在所谓“自愿”关注的背后，却暗藏强
制、强迫的逻辑。

“不关注就不能点餐，也不可以用餐厅提供的
WiFi，更不能使用优惠券。”提起自己关注的各类
公众号，从事销售工作的侯先生总有些“被迫”的
无奈。他告诉记者，自己时常要陪同客户光顾各类
餐厅，然而不少商家近来都取消人工点单服务，要
想点菜吃饭就得先关注公众号。

在一次次扫码关注中，侯先生微信公众号订阅
列表也变得越来越长，每天更是收到数百条“根本
不会点开”的推送消息。“起初觉得关注也无所
谓，但现在几乎每家都要求关注，总有一种被‘胁
迫’的感觉。”

“不商量”的强制关注公众号行为是否存在侵
权？江西省消保委秘书长辜志明认为，在存在消费
环节的前提下，“强制公众号点菜”是一种“形式
上自愿、实质上强制”的交易行为，此举不但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还涉嫌侵害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

明明有纸质菜单，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公众号才
可以点菜？有业内人士透露，商家强制消费者关注
公众号的首要目的是赚取用户流量，之后便是通过
快速“涨粉”、高互动量等线上营销数据进行自我
包装，再通过品牌炒作、吸收资金等方式将流量转
化为线下收益。

不仅如此，更有不法商家通过公众号套取用户
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等信息，并将其用于

精准推送广告等以牟利，而诈骗、传销等违法行为
也可能接踵而来。

编造信息“利”字当头

在“强行求关注”之外，依靠断章取义、编造
虚假信息来“搏眼球”“带节奏”的公众号是活跃
在人们手机中的又一大“毒瘤”。

随着各类社交媒体深入日常生活，自媒体公众
号成为人们宅家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诸多公
众号蜂拥而至抢夺的热点舆情时常上演“超级大反
转”，闹出的笑话更是不胜枚举。

今年 5 月，某自媒体公众号发文称“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一草原污染多年无人问津”，同时配发
多组令人触目惊心的航拍视频和图片，然而经环
保部门实际调查显示，相关视频图片是经过特殊
处理伪造的。

无独有偶，近期南京爆出某公司员工偷取外
卖，本是因为自己外卖被盗而产生报复心理，最终
却被一些公众号抓住“考研大学生”“家中三姐妹
辍学”等细节大做文章，杜撰出“寒门大学生因饥
饿偷外卖被刑拘”的荒唐情节。

“‘脑补’、信息嫁接都是制造此类假消息的惯
用伎俩。”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监控支队有关负
责人表示，部分自媒体公众号以热点新闻事实为文
章主干，然后掺入各种信息细节诱导读者“脑补”，
甚至加入伪造的视图资料予以佐证，虚实参半，让
人难辨真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认为，自
媒体公众号“造谣生非”，归根结底还是在于

“利”字当头。多数公众号编造假消息并不在意可
信度，重要的是诱导用户点开链接，提升页面广告

点击率以获取回扣。他希望相关部门能从自媒体公
众号盈利模式入手，对其推行有针对性的监管措
施，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新规“升级”加强监管

为有效打击公众账号运营中存在的种种乱象，
促进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 展开修订，并于近日公布“修订草
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 较 原 有 规 定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面 “ 升
级”，对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和生产运营者提出
了更为细致的监管要求。针对公众账号平台普遍
存在的“强制关注”“连带关注”等问题，《征求
意见稿》 明确要求，在未经用户知情同意的情况
下，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不得强制用户订阅关
注其他用户公众账号，并对平台方与公众号生产
运营者开展内容供给与账号推广合作进行规范，
明确商业合作不得涉及虚假广告、夸大宣传等违
法违规运营行为。

《征求意见稿》 还对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提
出 10 项具体规范，包括不得操纵利用多个平台
账号批量发布同质信息内容，生成虚假流量数
据，制造虚假舆论热点；不得编造虚假信息，引
用或捏造不实信息来源，歪曲事实真相误导社会
公众等。

业内人士指出，新规顺利落地的关键在于各项
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各级网信部门应会同有关主管
部门建立健全协作监管等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对违
规账号作出处置，引导公众账号沿着为用户提供便
捷优质服务的路径持续发展。

互联网大咖秀

多地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健身新模式

“云健身”练出新时尚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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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省秦
皇岛市海港区的一家
瑜伽会所内，瑜伽教
练正在通过直播的方
式为学员讲解课程。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在浙江省宁波
市镇海区骆驼街道，
箭港湖社区健身操队
队长谢建明在家中打
开音乐，通过网络连
线与队员们同步做起
操来。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罗斯·温莱特：

创造非凡的客户体验
海外网 陈菲扬

国家网信办拟修订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强制关注”等自媒体乱象说“不！”
本报记者 金 晨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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