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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有益健康

日前，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体育
比赛健身气功预赛在山东淄博举行。
来自全国的 34 支队伍、204 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预赛优胜者将于 7 月参
加在天津举行的决赛。

近年来，中国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 划 纲 要》《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 年）》等重要政策，均提
出要扶持推广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
间传统运动项目。此次全运会健身气
功比赛，共设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
八段锦、气舞5个集体项目及1个团体
项目。

这些健身气功项目，大多具有悠
久的历史。比如五禽戏，是东汉医学家
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5种动物的
动作和姿态，创编的养生健体之法；而
素被视为“少林绝学”的易筋经，也早
已成为老百姓热衷的健身项目。

健身气功经久不衰，有利健康是
最重要的原因。本世纪初，中国健身气
功协会在挖掘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功法
的基础上，组织编创了健身气功·易筋
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等健身气
功。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科研宣传部主任崔永胜说，健身气功
的许多动作涉及抻拉，能够帮助习练
者舒展肌肉和关节，增强柔韧性，提高
心肺功能等，有助于延年益寿。

代表中科院体协参加全运会预赛
的“80 后”选手李磊说，由于研究
需要长期伏案工作，有时肩颈发沉、
腰部紧硬，但练习健身气功后，通了
气血，放松一下很舒服，第二天浑身
有劲。

53 岁 的 参 赛 队 员 顾 玲 喜 则 表
示，健身气功不用剧烈活动，适合自
己的年纪，练功可以拉拉筋，对于工
作也有帮助。

走出国门 传承文化

习练健身气功不仅强身健体，也
有助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专家认
为，尤其是健身气功进校园，将吸引
青少年去探寻、传承传统文化。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全国健
身气功站点总数超过3万个，站点习
练人数超过120万人，习练总人数超
过 436 万人，指导员总数超过 20 万
人。

随着健身气功的普及，这一运动
项目也走出中国，开始在海外流行。
目前，已开展健身气功活动的国家和
地区达到 56 个，境外习练人口超过
200万人。在海外，很多人亲身体验
到健身气功的魅力后，也成为气功的
推广普及者，致力让人们通过健身气
功共享健康与快乐。

比利时健身气功协会名誉会长、
比利时公主埃斯梅拉达认为，中国健

身气功倡导和谐，这在当前欧洲社会
大环境下显得弥足珍贵。欧洲已步入
老年社会，健身气功功法和理念对欧
洲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有重要借鉴意
义。希望欧洲民众能从古老的中国文
化中发掘宝藏，既造福自身，也为中
欧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专家认为，健身气功海外走俏，
显示出中国的推广工作卓有成效。更
重要的是，这凸显了健身气功“调
身、调息、调心”的理念，与海外的
健康体育、预防心灵疾病等课题产生
共鸣。这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健
康养生理念，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增强活力 更好传承

除了健身气功之外，太极拳、龙
舟、舞龙等项目也首次作为群众体育
项目进入全运会赛场。近期，各项赛
事的预赛集中举行，展示了传统运动
项目的勃勃生机。

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太极拳群众项
目预赛上，一些民间高手的把式让专
业选手都啧啧称奇。成都市武术跆拳
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钢认为，
有些民间选手的拳势、拳架，甚至比
专业选手更精通。通过这样的比赛，
专业和业余两个领域加强了联系，两
者可以互通互融，相互促进，进一步
融合发展。

在广东东莞举行的龙舟预赛中，

有超过 10 万名观众现场观战。据统
计，全国每年举办的龙舟赛已超过
500场，参与观众突破3800万人。而
在国际上，截至 2016 年底，开展龙
舟运动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 84 个。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长余汉桥说，龙舟
项目正在走进中小学，而大学龙舟队
更是已经走出了校园。未来应该在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探寻龙舟比赛的标
准模式，促进龙舟项目的普及。

在重庆举行的舞龙预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 32 支舞龙队竞逐决赛
资格。重庆市舞龙队“龙头”、51
岁的梁志春说，自己要将这项运动
传承下去。“我曾参加过国庆 60 周
年和北京奥运会等大型表演，这是
我一生中最骄傲的。现在，儿子在
我的影响下开始舞龙，希望孙子辈
也能喜欢上舞龙文化，将舞龙一直
传承下去。”

在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的当
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健身
和健康的关系，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
参与体育锻炼。其中，简单易学、别
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愈发显示出魅
力与活力，吸引各个年龄段的民众投
身当中。有的项目甚至走出国门，成
为中国文化漂洋过海的载体。如何更
好地传承和传播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
运动项目，将健康中国的理念远播海
外？全运会的改革对这个课题写出了
自己的“答卷”。

传统群众项目走进全运会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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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气功、太极拳、龙舟、舞龙

据新华社电（记者董小红、王宾）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健康扶贫取得积极进展，已为
全国 553万户因病致贫返贫家庭、734万患病群
众建立了健康扶贫工作台账和动态管理数据
库；截至今年 5 月底，已经分类救治贫困患者
260多万人。

这是记者近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健康扶贫
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会上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方便看病、少生病”的工作思路，
我国启动实施了 《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
行动计划》，措施到人、精准到病。

李斌说，2016 年我国实现了城乡居民医
保、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
2016 年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补偿比达到
67.6%，个人负担进一步减轻。

李斌介绍，当前健康扶贫已进入攻城拔寨
的重要阶段，结合我国国情和行业特点，要深
入实施“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开展大病集中
救治、推开慢病签约服务管理、全面建立重病
兜底保障机制。在大病集中救治方面，做到三
个“确保”：确保 2017年底前，将儿童白血病、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食管癌等9种大病集中救治
覆盖所有贫困地区；确保到 2018年底，大病集
中救治覆盖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特困
人员、低保对象以及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
同时，各地要结合地方实际，逐步扩大集中救
治病种，做到大病集中救治工作与脱贫攻坚任
务进度相适应，确保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应治尽治，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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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这些
听上去有种“武林绝学”色彩的健身气功项目，
如今已经进入全运会，成为19个群众体育比赛
项目之一，来自各省、区、市的业余选手将为奖
牌展开角逐，胜者将站到全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普通百姓参与全运会，让全国运动会升级为

“全民”运动会。而在群众参与的全运项目中，
有不少都是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如健身
气功、太极拳、龙舟、舞龙等。这些传统项目，
不仅能够激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更能够展示
和传播传统文化，让全运会成为推动健康中国的
重要窗口和舞台。

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养老
服务的巨大缺口开始凸显，养老产业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专家表示，中
国养老产业起步较晚，虽有资本助推，但
尚未出现普惠大众、可持续的养老模式。
随着“缺钱、缺人才、缺资源”等困扰中
国养老产业发展的障碍出现变化，对养老
市场的未来预期也需要有新思维。

资本跑马圈地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 2.3亿人，占总人
口的 16.7%。根据民政部门预计，2020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

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养老服务的
巨大缺口开始凸显。据预测，到 2020年中
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3.3万亿元。

正是看到了养老产业的巨大商机，自
2010 年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国企、
房企、险资等纷纷通过自建、并购、海外
投资等方式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探索与布局。

最近半个月来，一些公司对养老产业的
投资更是动作不断。6月2日，南京新百发布公
告称，其100%间接持有的上海互联远程医学
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入股南京禾康智慧养老
产业有限公司，交易总价1.122亿元。而就在
10天前，双箭股份公司宣布拟以不超过2.01
亿元的价格，收购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67%
股权。5月26日，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宣布成立规模约10亿元的“同仁堂养老
产业基金”，计划用5年至7年时间打造“北京

同仁堂健康养老全国连锁运营项目”。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缺钱、缺人才、缺

资源”制约着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凭借融资
能力、项目资源等，提前“领跑”并有较深入
布局的上市公司有望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

障碍依然存在

随着养老政策利好出现和资本进入，制
约养老产业发展的障碍开始发生变化。北京
安馨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鄂俊
宇认为，前几年不少投资者都急于获得回报，
缺乏长期规划，到现在资本泡沫还在。投资一
窝蜂涌向养老机构，对产业不了解，也不知道
需求在哪，最终导致大量社会资源浪费。

他表示，当资金和资源不存在问题
时，人才和一些新问题开始凸显。例如，
养老产业的政策导向、产业资本、运营服
务等都需要规划，这是中国养老产业当前
始终未能爆发式发展的主要障碍。

对企业而言，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建构
一个适合的商业模式。一般来说，居家养
老市场客户分为B端和C端。B端包括政府
项目和企业客户，企业客户包括大型国有

企业、老干部疗养中心等。C 端主要面向
广大居民，公司通过适老化改造，以直
营、联营、加盟的方式扩张。

B端市场方面，政府和国企目前对打包
购买养老服务缺乏具体规划；而C端市场又
缺乏适老化的环境标准。因此，居家养老还
没形成比较成熟的商业和服务模式，尤其是
可以区域化、规模化发展的模式。

此外，随着养老市场发展和长期护理普

及，老人照护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大，而养老
服务目前是明显短板。按普华永道公司的预
测，中国养老院床位的需求量将从2015年的
659 万个增至 2025 年的 1285 万个。而参照 3
个老年人配备一个护理员的国际标准，中国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也严重不足。

有专家表示，随着中国人支付意愿和
支付习惯的形成，未来对具有专业性的养
老护理服务能力的人才需求会更大。

多方合力发展

如何解决养老产业遇到的新问题？“这
需要政府、养老院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协
力，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政府层
面既要强扶持又要严监管。首先是要放开
准入许可，促发展，调结构，降成本，提
质量。其次是加大扶持，将扶持补贴与服
务质量挂钩。第三是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
和评价体系，同时建立严格监管制度。

养老院层面要强化管理、提升质量。其
中，养老服务理念、硬件设施、规划化标准
化管理、安全和风险管控、专业化团队都需
要提升和强化。社会层面则应加强志愿服
务，扩大社会参与和建立行业自律。

“我国养老体系及老龄产业能否得到长足
发展，政府财政投入体制与税收金融等相关扶
持政策的完善十分关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高云霞表示，中国老龄产
业财税政策的主要投入领域包括养老金、高龄
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保险、产业扶持政策
等，目前缺乏制度化的财务支持机制，总体投
入不足，对民间资本的扶持也处于起步阶段。

高云霞建议，将长期照护支出列入财务
预算指标，到2020年占GDP总量的支出水平
至少应达到2%。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对利润分
配、资产处置进行限定，认证涉老企业，明确系
列优惠政策等，鼓励非逐利性公益资本进入。

“适老化是养老服务一个基本环节，我
觉得会成为养老市场中最具成长性的模式
之一。”鄂俊宇说。

养老产业布局需要新思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卢卡·吉诺尔菲今年75岁，是一名退休银行经理，目前在意大利小城
拉瓦尼亚“东方文化中心”教授武术。他曾与意大利其他武术爱好者整合
当时分散的武术协会，成立了意大利武术协会，被世界武术协会承认。

10年来，吉诺尔菲每年都到中国拜访恩师。他希望自己能像老师
们一样，把技艺传给年轻一代。

图为吉诺尔菲 （前） 在“东方文化中心”带领学生们练习太极拳。
新华社记者 金 宇摄

意大利老人武术情缘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中心医院““扶贫病房扶贫病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牟 宇宇摄摄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舞龙项目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舞龙项目
预赛现场预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端午节期间端午节期间，，浙江杭州西溪湿地上演浙江杭州西溪湿地上演
龙舟竞赛龙舟竞赛。。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铖铖摄摄

河北省巨鹿
县医院医养中心
活动室内，医护
人员询问老人的
生活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