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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走上超市货架
——浙江农村这样解决“垃圾围村”

本报记者 汪灵犀文 彭训文图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将体育锻
炼和健康生活联系起来，运动成为时尚，更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那么，哪些运动受公众欢迎？为什么这些

运动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从中又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运
动健康观念的哪些变迁？本报为此推出“解码中国人
的运动健康观”栏目，敬请关注。

【解码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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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玮，30岁，成都一家投资基金公司副总。和很多
上班族一样，她生活忙碌，衣食无忧。而和一些上班族
不一样的是，她还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

上周六，成都国际马拉松 （下称成马） 开赛。江玮
参加并跑完全程。满头大汗的她说：“没有什么是跑步不
可以解决的”。

近年来，马拉松成为颇受中国人欢迎的健身方式之
一。今年上半年，仅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
就举办了 65 场。预计到今年底，各项马拉松赛将超过
400场，参赛人数逾500万人次。

中国人为何会迷恋上马拉松？是欢笑、是泪水、是
坚持……无论是上周六开幕的成都国际马拉松，还是刚
刚落幕的北马，这些情感都弥漫在参赛跑友中间，成为
一种集体情绪。这种情绪温暖着他们，也温暖着如今的
全民健身热潮。正如很多跑友说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
马拉松”。

健身又健心

“明明这么痛苦，为什么就是放弃不了跑步？因为全
身的细胞都在蠢蠢欲动，想要感受强风吹拂的滋味。

“这次‘北马’（指北京马拉松赛） 有欢笑，有泪
水，有感动，有痛苦，有坚持，有我爱的人们。”

这是一个名叫“团长JC”的网友在参加完北京马拉
松后写下的话。他在参加北马时遭遇抽筋，仍坚持跑完
比赛。

谈及跑马拉松的感受，他这样描述：“这是属于我
们的时间，由我们决定是快还是慢，为什么要周而复
始地奔跑，因为只有跑得越远，才能离自己越近，我
们不断试探现实的自己，超越那个想象中的自己，不
是极限阻挡了前进的脚步，而是不够强大的心，阻挡
了人生的多种可能，前方有千百种感受，人生有无限
种可能，我正在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完整。”这
可以作为多数坚持参加中国各地马拉松赛跑者的代表
性情感。

对跑友来说，马拉松意味着坚持不懈的努力、顽强
前行的勇气、战胜自我的挑战、实现突破的狂喜。

作为一个大学时跑 800 米测试都困难的体育“后进
生”，江玮对此感同身受。3年前，她在朋友鼓励下练习
马拉松。“当时第一次练习长跑，跑 200米歇 100米，坚
持 1 个月后，我逐渐能完整跑完 5 公里。”到现在为止，
她已经跑完13个全程马拉松，几十个半程马拉松。谈起
跑马拉松后的变化，江玮说，“感觉身体变更健壮，心态
也舒畅了很多。”

“马拉松除了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之外，还肩负着精
神锻炼职能。”文化学者李大白认为，跑友参与马拉松运
动强调的不是竞技，而是坚持的精神和挑战自我的态
度，“在西方学者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这已经达到了人
的自我超越的需要”。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现代都市工作和生活节奏加

快，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始通过群体性、互助式的慢跑
训练、马拉松比赛，来追求一种更为健康、时尚的生活
方式和个人形象，这无疑对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和生活
大有裨益。

多赢且普惠

“跑步没有太多场地器械要求，没有性别年龄要求，
也没有时间限制，天气因素也可排除，下雨天可以在跑
步机上跑。只要备有几双合适的鞋子，在各种较为广阔
的场地上都可以进行，速度可以自己调节，自由度极
高。”北京跑友王先生这样分析跑步受欢迎的原因。据全
国体质健康调查数据显示，现阶段中国以走、跑形式锻
炼的群体占总体育人口的60%。

社交媒体的兴起，让跑步变成一种可以分享的社交
方式，记录健身数据、定制训练计划、相互点赞、约跑
等让跑步乐趣陡增。作为一名资深跑者，王先生十分愿
意在微信朋友圈和运动 App里“打卡”秀跑。他说，这
不仅仅是一种炫耀心理，更是对自己的督促和鞭策，“我
希望让大家看到自己坚忍不拔的健康形象，既然我

‘晒’出来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于举办者和赞助商来说，马拉松还是一个不会

赔钱的项目。跑友全年性的训练参赛周期、数百万人
次的参与规模以及众多跑步俱乐部、运动装备、App
产品所构成的商业闭环，让跑步成为体育产业新的

“蓝海”。在采访中，很多跑友对运动装备的选择颇为
讲究，代表性的说法是：“合适的装备是科学跑步的
第一步”。

而对于赛事举办地而言，每场比赛转播都是一部超
长的“旅游宣传片”，每一块纪念奖牌都是一张移动的名
片。本届成都马拉松在路线上设置了 8 个音乐加油站，
用川剧、摇滚、说唱等形式，把“金沙文化”“三国文
化”和熊猫主题搬上舞台。赛事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希望通过比赛把马拉松魅力、成都历史文化、
城市风貌展示出来，对于赞助商、城市、跑友和市民来
说，这是多赢的”。

让更多人通过马拉松赛对运动健康感兴趣，并愿意
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是各地地方政府举办赛事的重要
目的之一。成都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组织
不少于2400场全民健身活动，通过体育健身促进市民体
质提升。为此，成都市计划建设 500 公里天府绿道，供
市民跑步健身。到“十三五”末，成都将实现全民健身
场地全覆盖，公共体育服务半径实现“城市15分钟健身
圈、农村5公里健身圈”。

“当今马拉松已经超越体育本身，集经济生产力、文
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和政治影响力于一体，成为一项
综合性民生工程，对促进健康中国战略意义重大。”国家
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说，马拉松正在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引领着中国人运动健
康观念发生可喜的变化。

近日，国家卫计委公布
了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根据调查，
口腔健康并未引起大多数人
的足够重视，尤其是中年人
口 腔 问 题 丛 生 ， 罹 患 脑 卒
中、心脏病的风险增多。

口腔健康是共识，可落
实到具体行动中就不是那么
回事儿了。调查显示，只有
不足四成成年人每天坚持刷
两次牙。

人 人 都 想 要 健 康 的 身
体，大多数人也希望有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现实
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抽烟
酗酒、常年熬夜、久坐玩手
机、经常吃外卖……这些看
似平常的生活方式，其实都
暗藏健康风险。

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
锻炼、烟酒消费过多等“恶
习”，是造成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如今，恶性肿瘤已成为紧随
心脏病之后导致居民死亡的
第二大慢性疾病，城市女性
乳腺癌、肠癌、甲状腺癌增
长趋势明显。研究证明，如
果一些不良生活方式维持 10
年，患癌风险会越大，不良
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主要诱癌
因素之一。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看似“享受”，副作用却
极大。然而，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如何
促使公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项难度不
小的大工程。

近年来，国家为促进公众健康可谓“操碎了
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健康
教育、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等行动计划；《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要引
导高校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从公众自身而言，追求健康生活既需要
“痛下决心”，摒弃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需要
“细水长流”，逐渐养成良好的饮食、运动习惯。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健康习惯的养成，也
需要通过跨部门合作来开展健康促进行动，动
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把健康融入相关政策，让
老百姓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针对饮食问题，应持续推进国民营
养健康计划，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惯，
推进健康饮食文化建设。针对烟酒难题，应全
面推行控烟履约，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
段提高控烟成效，并加强
限酒健康教育，减少酗酒
情况发生。

养成健康习惯，既要
靠自律和他律，也离不开
全社会的健康氛围。只有
多方合力，才能将意愿通
过行动而变成现实。

浙江杭州大型超市的货架上，由桐庐县
农村生活垃圾“变身”而来的有机肥深受顾
客欢迎。

“垃圾变废为宝的秘密在这里。”桐庐
县环保局自然生态科科长葛丹介绍，一台
垃圾处理设备一天就能处理 500公斤可腐烂
的生活垃圾，经过一系列加工流程，“这些
以前臭气熏天、让人头疼的垃圾‘身价’
一下就提高了，现在还被当成礼物送人
呢！”

经过两年多试点，浙江垃圾减量 40 多
万吨，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建制村覆
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全省建太阳能垃圾
堆肥房 1849 个，不仅解决了“垃圾围村”，
还变废为宝，带动经济发展。

让垃圾分类人人懂

垃圾的有效利用离不开前期的正确分
类。可是，垃圾分类在城市推行了十几年，
成效尚且不大，在农村能行吗？

东阳市琐园村党支部书记严红星刚开
始也很犯愁。为了教村民分辨垃圾类别，
基层干部把各种创造性的土方法都用上
了。按照“可烂的”厨余垃圾和“不可烂
的”其它垃圾分类，买台宣传车各个村轮
流 跑 ， 培 训 老 师 进 村 入 户 “ 手 把 手
教”……现在，到浙江的乡村四处走走，
就能发现垃圾的分类处理做得很有效。安
吉县上堡村村民黄爱珍说：“我们这里，人
人都知道垃圾要分类。”

相较于城市，农村人口相对稳定，且是
熟人社会。乡镇干部借着人们“好面子”的
心理，每个月评出“红黑榜”，张榜公布。
对于排名靠前的，还奖励几十元的小礼品。
各级政府同时组织妇联、团委、工会等团体
进村入户做宣讲，一系列宣传、引导、奖励
机制把农户充分发动了起来。

让资源利用最大化

源头分类只迈出了垃圾分类的一小步。
针对各地情况不同，浙江省各个试点镇

探索出了不同的垃圾处理办法，主要有 3
种：机械化快速成肥、太阳能普通堆肥和微
生物发酵。

“针对山区、海岛、平原等不同地形农村
的特殊性，因村制宜采用不同模式。”浙江省
农办社会发展处处长邵晨曲说，村集体薄弱、
村庄规模小的，推行经济实用的太阳能沤肥
模式；经济条件好、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
选用微生物快速发酵资源化处理模式。

对不可腐烂的垃圾，一部分会被回收公
司回收，剩余的都被填入焚烧炉内。“炉里
提前加入了烘干预处理设备，使得垃圾焚烧
效率达 99.9%，剩余炉渣还可成为空心砖的
原料。”诸暨市农办副主任蔡建根说。

让政策配备齐跟上

垃圾分类想要成功，必须建设终端处理
设施，一台机器动辄投入数十万，不是一家
一户能够承受的。

为此，浙江省财政按照试点村数量和平
均每村 30 万元的补助标准实行切块下达。
补助资金专款专用。试点两年来，省拨财政

资金 4260 万元，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总投入
13.6 亿元。“目前，浙江各级财政每年投入
资金 44 亿元，配置农村垃圾中转站近 3000
个，垃圾车 6.7万台，全省农村保洁员 13万
人。”浙江省农办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现在，以垃圾分类为主的村庄整治工
作，成为最受农民欢迎也让农民最为受益的
一件实事。百姓对垃圾分类工作肯定的背后，
是浙江完备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配套的资金
支持以及所有村民亲身参与的共同结果。

从“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外脏
乱差”变成“污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室
外开鲜花”，浙江将垃圾变废为宝的尝试值
得研究和借鉴。

新华社青岛9
月 25 日电 （记者
张旭东）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专项“种
子繁育技术装备研
发”近日在青岛启
动，这个项目由青
岛农业大学牵头主
持 ， 计 划 2020 年
12月完成。

专项负责人、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院长尚书
旗介绍，“优良品
种＋优质种子”是
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的根本。目前我国
种子繁育技术受机
械化水平制约，新
品种的推出周期、
种子品质均落后于
欧美发达国家。因
此，亟须研究包括
小区精量播种、去
雄授粉、高净度收
获、精细选别、活
性和健康检测等关
键技术装备，尽快
提升种子繁育的机
械化效率与精度。

尚 书 旗 说 ，
“种子繁育技术装
备 研 发 ” 项 目 将
针 对 种 子 繁 育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种 子

质量低、制种成本高、生产效率低
等问题，提高种子繁育生产率与作
业精度，降低作业成本；在国家重
点 育 种 基 地 试 验 示 范 ， 建 立 高 品
质、高效率的种子繁育与加工机械
化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以保障优质
品种的选育，构建更加规模化、专
业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种子繁育
工程技术装备体系。

据了解，这个项目由青岛农业大
学联合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3家科研院
所，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
6 所高校和 5 家企业组成的创新团队
共同承担。

中国人为何越来越爱跑步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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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7成都国际马拉松起跑仪式现场。 成 商摄图为2017成都国际马拉松起跑仪式现场。 成 商摄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资源化处理资源化处理 农家土肥产品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专
项

种
子
繁
育
技
术
装
备
研
发
青
岛
启
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