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

健康中国“进行曲”⑦

近日，第四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河
北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与筹办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背景下，大众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潮，成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最
好注脚。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中国人
的运动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全民健身的
风靡与普及，也成为健康中国战略中最
亮眼、最生动的部分。

马拉松赛事良性发展

谈到全民健身，必然少不了马拉
松。以马拉松为代表的路跑运动，由于
简便易行、效果突出，在促进全民健
身、助力健康中国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
的龙头和辐射作用。马拉松赛事的数量
与质量，也成为衡量全民健身成效的重
要维度。

2017 年，中国马拉松赛事继续呈现
井喷之势。截至 10月底，通过中国马拉
松信息平台和其他相关渠道数据统计，
全国各地共举办 800 人以上规模的马拉
松及相关路跑赛事 800 多场，参与人群
近1000万人次。

新的发展趋势下，马拉松愈发成为
推动全民健身、发展体育产业、打造体
育文化的重要赛事平台，已形成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发展模
式，构建起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
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的新机制。与
此同时，马拉松赛事开始进入抱团创品
牌的发展阶段，本土马拉松品牌也实现
了从“自产自销”向国际发展的跨越。
跑步人群的增长，则带动城市体育、旅
游、交通、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不过，尽管马拉松赛事数量连年增
长，但与群众热情参与的需求相比，还
远远不够。业内人士指出，美国每年有
上千场马拉松比赛，日本则有600至800
场。调查显示，中国有 67%的人有参与
跑步或徒步运动的需求，从这一数据来
看，中国马拉松赛事仍处于“初级阶
段”，未来要进一步提升参加跑步的人群
数量和质量，同时相关组织的运营和管
理要进一步专业化和精细化。

新老项目全面开花

今年全民健身的一件大事，是 19个
群众体育项目首次进入全运会赛场。普
通百姓走上全国运动会的舞台，这一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凸显出全民参
与、体育惠民的思路和导向，激发了群
众参与体育的热情，让全运会成为推动

健康中国的重要窗口和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入选全运会的群众

体育项目中，既有羽毛球、乒乓球、马
拉松等颇受普通百姓青睐的热门运动，
也有健身气功、舞龙、太极拳等民族民
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还有攀岩、轮滑
等新兴运动，体现出全民健身参与范围
广、普及项目多的特点。

传统运动项目的“复兴”，让五禽
戏、易筋经、六字诀、八段锦等健身气
功项目焕发出新活力。这些传统项目动
作平缓、柔中带刚，具有独特的健身养
生效果，因此适合各个年龄层参与。随
着功法的编创完善和推广，健身气功的
国内习练人数从最初的 100 多万增加到
了450万，其中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00多
万。

自从攀岩、轮滑等项目成为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这些备受年轻
人欢迎的体育活动在中国迎来了发展的
良机。从全运会增设项目到各类赛事的
举行，如今的小众项目有望逐渐走向大
众。

冰雪运动同样是全民健身的亮点之
一。在筹办北京冬奥会的氛围中，“3亿
人参与冰雪”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在
北京市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育节中，就
首次大幅度增加了冰雪运动内容，一系
列国际、全国、京津冀范围的冰雪类比
赛陆续进行。

求解场地不足难题

运动健身离不开场地、场馆。统计数
据显示，中国的体育人口占 7 至 70 岁总
人口的 33.9%，有 60.7%的城市居民日常
能到各类体育俱乐部参加健身活动。全
国现有各类体育场馆 61.6 万个，绝大多
数公共体育场馆已面向社会开放，很多
城市社区、公园广场以及居民聚居地段，
普遍设立了便民的健身场所，并配置形
式多样的体育健身器械和设施。“互联
网+体育”的应用，也为场馆的开放和利
用提供了便利。

不过，健身场地总体数量的不足，
仍是全民健身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今
年 6 月，河南洛阳广场舞老人与篮球少
年因争夺公园篮球场发生肢体冲突，其
根源就在于场地的缺乏。如何让百姓身
边的运动场地和设施越来越多，让说来
就来的运动成为现实，是全民健身未来
发展的课题之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补群众体育的
短板，首先要补场地设施的短板。”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说。此前，相关
部门已提出要合理利用现有公园建设体
育场地设施、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
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
老年体育健身设施等举措，以解决目前面
临的场地不足问题。

全民健身

以强身筑强国之魄
本报记者 刘 峣

意识没跟上

在北京市展览路医院康复治疗中心，一名老
人正在平行杠上进行步态练习，一旁的电动起立
床上，也有患者进行站立训练——这些都是康复
医疗的常规项目。

康复医疗的目的在于调节患者的功能障碍，
例如术后病人的站立能力、残疾人的行走能力、
慢性病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等。其中，中老年人
是康复医疗的主体人群。

然而，目前中国人对康复治疗的认识还不
足，康复意识还跟不上自身需求。

展览路医院妇科主任申志茜说，很多中老年
人面临功能障碍，却没有康复治疗的意识，并不
知道康复治疗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例如尿失禁是
中老年女性普遍面临的困扰，但很多人选择默默
忍受，其实骨盆功能可以通过康复治疗恢复。

对康复治疗的认识误区也依旧存在。很多人
认为，康复是残疾人才会用到的治疗方式，与自
己无关。但医学专家表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人人都会求助于康复治疗。

面对康复意识薄弱的问题，过去几年，北京市各
康复医院组织医生进社区进行宣传教育，向居民普
及康复医疗知识，并进一步了解居民个人情况，帮助
其在附近的社区康复中心或康复医院进行治疗。

申志茜表示，在社区讲课时，最常听到的话
是“原来这个也能康复治疗”。医院的宣传工作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居民康复知识的“白板”。

转型要加速

当前，中国的康复市场规模达 200亿元，若
按基本满足康复需求的水平测算，康复市场规模
应达到1000亿元以上。此外，中国人均康复消费
标准为 15 元，与美国人均 80 美元相比，中国的
康复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康复医疗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北京市
提出构建连续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一大举措就
是鼓励部分医疗机构向康复机构转型。在推动转
型过程中，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采取了组建工作专
家组、建立对口支援机制、提供财政补助、引进
专业人才等保障措施。

转型后的医院也发挥着本区域康复技术培训
中心的作用，肩负提升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康复服务能力的重任。作为第一批转型医疗机
构，展览路医院院长王雪松介绍，自2016年转型
以来，全年门诊量达30万人次，其中康复门诊量
占比为 10%，未来的预期目标是占比 50%。在人
才培养上，康复医师占总医师的 40%以上。此
外，医院的资源利用效率也进一步提升，病床使
用率和出院率大幅提升。

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也在
加紧康复服务能力建设。上海出台鼓励政策，推动
二级医院进行转型。截至2015年，上海6家二级医
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增加康复床位2400多张。

缺人是难题

康复专业人才缺口是康复医疗面临的又一问
题。

据统计数据，中国康复医师占基本人群的比
例约 0.4:10万，发达国家为 5:10万。而以国际水
平来衡量，中国康复治疗师也存在几十万的缺
口。而中国康复医疗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开设康
复治疗学的本科院校不到 100所，康复医疗人才
培养尚未形成成熟的模式。

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自
2017年起开展康复治疗师“转岗培训”工作。转
岗对象包括在北京医疗机构执业的临床医师以及
经验较为丰富的护士，并采取理论授课和临床实
践结合的培训方式。经过6个月的培训，合格学
员即可上岗从事康复治疗工作。

专家称，“转岗培训”有自身优势，如转岗
人员有医疗基础知识容易“上手”，培养周期短
等。在康复人才短缺的环境下，“转岗培训”有
望成为未来趋势。而这些转岗人员也将会成为一
笔巨大的财富，在康复医疗行业实现价值。

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发布会称，在本市12
家医疗机构成功转型为康复机构后，2018年将继续推动
3家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型。

作为全周期健康服务链上的重要环节，康复医疗的作
用日益凸显。当前，中国加快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但康
复医疗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康复需求与康复医疗现状之
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只有全方位提高康复医疗服务能力，
才能打通全周期健康服务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康康复医疗普及仍需“爬坡过坎”
顾长娟

首届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大会举行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立风）“健康中国2030”第一届

全国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大会暨首批注册营养师颁证仪式，
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与100名首批注
册营养师、30所2017年度注册营养师课程教学基地代表以及
来自52个城市的社区营养师代表出席大会。

大 会 就 如 何 以 社 区 营 养 服 务 落 实 《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7-2030）》，如何使营养师真正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展开探讨。

世界围棋名人战明年1月云南开赛
本报电（记者刘峣） 中国·保山“东骏药业杯”第五届世界

围棋名人争霸战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中国棋院举行。该赛事将于
2018年1月7日至11日在云南保山进行，连笑九段、井山裕太九
段、李世石九段将分别代表中、日、韩三国展开角逐。

据介绍，本届名人战总奖金由上届的60万元人民币提升到
了 90 万元人民币，其中冠军 50 万元、亚军 30 万元、季军 10 万
元。此外，比赛期间还将举行中日韩元老混双赛以及围棋讲座、
论坛、指导棋等赛事活动，以更好地宣传推广围棋运动。

七彩
絮语

参赛选手在参赛选手在20172017北京马拉松赛上北京马拉松赛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医务人员在江苏镇江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在江苏镇江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患者进行康复理疗为患者进行康复理疗。。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刘金海摄摄

近日，中兴通讯 42 岁研发负责人因
公司辞退引发纠纷，跳楼身亡，引发舆
论关注。

榆林产妇跳楼，富士康员工跳楼，
博士生、硕士生跳楼……这样的新闻似
乎有点密集。现代社会“压力山大”，

“焦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
遇到挫折和压力就选择自杀，这不

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生命尤为可
贵，假若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用生命
捍卫，那一定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鸵鸟心态、逃避责任，显然不在此列。

在哀悼逝者的同时，这些事件也引
发思考：在充满压力和焦虑的现代社
会，如何拥有一颗健康的、“砸不碎嚼不
烂”的强大心灵？

首要的，是保持对未来的希望。也
许事不算大，只是我们把事想大了。最
近热映的迪士尼电影 《寻梦环游记》 里
就讲到，只要有家人的祝福和支持，别
的其他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
在遇到逆境挫折时，想想家人、想想未
来，用希望开拓自己的局限思维，抵挡
绝望的情绪。

其次，不妨遇事随性、豁达一些。
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中写道：“对坏的
事情不耿耿于怀，能迅速忘记别人对自
己的负面评价，这种心灵上的正面钝感
力，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这里的“钝
感力”，可直译为“迟钝的力量”，即从
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坚定地朝
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不要太在意身边的
杂音，否则就容易被委屈噎死、被挫折
打败。

中兴员工跳楼一事引起如此大的讨
论和一些人的共鸣，还跟程序员等阶层
的焦虑尤甚有关。全世界范围内看，处
于中年、中层、中产的阶层都普遍面临
着“内焦外嫩”的现状：外面看起来体
面富足、很是光鲜，但一不小心就可能
遭遇“不测”。“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
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今天的职位，明天还有多少上
升空间？今天疲于奔命，明天老人谁来赡养？”太多人被焦虑
的鞭子抽打着，疯狂奔跑，最后跑得忘掉奔跑的目的，忘掉
了出发的初心。

正如朴树唱的那样：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
着 。 多 年 后 ， 当 初 的 狂 风 暴 雨 停
歇 ， 当 成 功 学 的 价 值 迷 雾 渐 渐 消
散，人们回过神儿来，终归会更加
领悟：一个人，当他被掷入这个世
界 ， 他 应 当 怎 样 更 好 地 度 过 这 一
生。毕竟，成功可能并不是最匮乏
的，幸福才是。

愿所有人都有勇气大喊一声：
“滚蛋吧，焦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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