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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明年，第二届篮球世界杯将在中国举办，这也是世界篮球
顶级赛事首次来到中国。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32个国家的球队
将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东莞等8座
城市亮相，为中国球迷奉上一场篮球盛宴。世界杯的助力，有
望使中国篮球进入新的“大时代”。

“通过世界杯的大舞台，能够让更多人热爱篮球，让更多的
中国用户和中国粉丝能够看到高水平的比赛，拉近中国篮球国
家队和球迷之间的距离。”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国臣说。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从看热闹变成看门道，把球队
的打法、球员的配置和教练的换人理念，以及篮球的内涵东
西传递给球迷，让青少年通过看比赛学到更多篮球的知识和
精神。”王仕鹏说。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篮球世界杯的举办能够让更多年轻
人积极参与到篮球运动，也会推动世界杯主办城市及相关城
市建立高标准的篮球场馆和篮球场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大
城市的运动场地问题。

数据显示，篮球已成国人最爱运动

“第一运动”
如何发挥“第一作用”

本报记者 刘 峣

什么运动是最受国民喜爱的“第一运动”？数据显示，篮球或许正“一马当先”。
近日，在由腾讯体育主办的2018数字体育全球峰会上，《2018中国篮球产业白皮书》（下

称《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篮球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一运动”。无论是看比赛，还是上
阵打，篮球都是最受年轻人喜欢的体育运动。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助力全民健身方面，篮
球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最受喜爱的篮球运动，能否成为助力体育事业和国民健康的真正“第一”？

《白皮书》 数据显示，在 20岁以下年轻人和 25—35岁成年人两
个群体中，反馈身边好友喜欢篮球最多的网民分别为 52%和 40%左
右，在所有运动中排名第一。对此，腾讯企鹅智库王冠估计，中国
篮球迷的数量达到1.4亿，而“泛球迷”的数量则接近5亿。

事实上，篮球成为年轻人最为青睐的“第一运动”已成共识。
此前，尼尔森发布的 《中国：下一代体育消费者》 报告也提出，篮
球是中国30岁以下人群中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占比达37%。

篮球运动何以吸引年轻群体？抓住年轻人的心理与潮流，或许
是重要原因。调查显示，对于篮球运动，用户联想到的形象中，“阳
光”“健康”“汗水”等词汇名列前茅，领先于“灌篮”“三分”“绝
杀”等竞技性的词语。尤其是女性对于篮球的这些特质认知度更
高，有80%的女性对篮球的第一印象是“阳光”，这让篮球运动从竞
技向时尚和文化转型有了更多的用户基础。

中国篮球国家队与联赛的较高水准以及世界顶级赛事的长期熏
陶，也是中国篮球人口广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篮球爱好者中，高
达84.8%的人群关注国家篮球队，远远超过了对NBA或CBA某一支
队伍的关注程度。其中，对比赛成绩的关心以及比赛态度、作风的
关注度最为强烈。在不久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篮球囊括男女
篮以及三对三篮球4枚金牌，更是点燃了球迷的热情。

“篮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说，“核
心球迷的消费能力和延展性非常可观，泛球迷的跨界融入和转化都
在加速。在竞技的底色上，跨界、时尚、文化传播成为篮球运动进
一步普及的最大想象力。”

职业联赛及相关赛事为篮球赢得了粉丝，而全民健身的
发展则为篮球开拓了更好的前景。

《白皮书》显示，有打篮球习惯的受访者中，打篮球目的
为“锻炼身体”的占比接近 80%，“热爱篮球”的占比有
60%。这说明，篮球已经成为国人运动健身的主要项目。

对于篮球的风靡，昔日中国男篮国手、现任广州体育学
院副教授王仕鹏深有感触。退役后，他一直在从事青少年篮
球培训工作。

“家长把孩子送到球场上时，我会告诉他们，这个球场的
目的并不是培养高精尖的球员，而是让孩子感受篮球的快
乐，通过篮球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能力，学习中国男
篮永不放弃的精神。”王仕鹏说。

值得注意的是，充足的场地是篮球运动受到喜爱并快速
普及的重要原因。在寻找打球场地时，84.4%的受访者表示相
对容易，而球场拥挤与否的情况各占一半左右。其中，52.7%
的受访者大多数时间在住宅小区球场打球，城市的公共篮球
馆和大学球场也是民众打球的主要去处。

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在 2014 年
时，全国篮球场地数量就已接近 60 万个。由于占地面积较
小、建设难度相对较低，篮球新增场地数量大幅领先于其他
类型的运动场地。尽管如此，现有的篮球场地仍无法满足运
动爱好者的热情。调查显示，在一线城市中，仅有不到1/3的
篮球爱好者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不拥挤的篮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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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11月6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隆麻小学的学
生在课间打篮球。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未来 3 年，患者的就医体验将
有怎样的新改善？一份针对医疗机
构的“考卷”透露了答案。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开 《进一
步 改 善 医 疗 服 务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考 核 指 标》。 其
中，对于医疗机构的考核共涉及 14
个考核项和39个具体指标，医联体
的强化、远程医疗的服务、大数据
及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改善医疗服
务的新亮点。

突出应用新理念、新技术，创
新医疗服务模式，是新三年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的主要特点。在考
核指标中，智慧医院的比重达到
14%，大数据利用、智能技术及可
穿戴设备使用情况等都是新增的考
察内容。

比如，医院里有没有智能导医
分诊服务？有没有智能医学影像识
别、患者生命体征集中监测、可穿
戴设备远程监测和指导？有没有利
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开展医疗质量控
制、规范诊疗行为、评估合理用
药、优化服务流程、调配医疗资源
医疗服务？这些都是医疗机构必须
实现的目标。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智慧医院
的建立，将为患者的就医及治疗提
供更多的便利。在健康管理方面，
通过可穿戴设备、基因检测等技术
获取的数据，可以提供有效的健康
管理方案，以及癌症、白血病等重
大疾病的预测；在医疗智能化方
面，通过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技
术连接各级医院，能够实现医疗资
源优化配置，助力分级诊疗的实现。

专家表示，未来大数据及智能
技术将涵盖从诊断治疗、医疗体
系、临床研发等诸多方面。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

院长董家鸿说，大数据的应用，医
疗记录、健康监测数据的积累规范
以及跨流程、多专科整合，使人们
能够全面了解医疗过程所发生的各
个细节。

让大医院走出“围墙”，向基层
卫生机构提供药学服务、远程医疗
和护理延伸服务，同样是医疗机构
的必答题。

考核指标中提出，要为基层医
疗机构或者患者提供远程服务，如
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超声；

提供基层卫生机构护理服务延伸服
务，如老年护理、康复护理、安宁
疗护、慢病管理的护理指导或培训
进修等。

据了解，与过去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主要集中在大医院不同，新三
年的改善行动将聚焦医联体。医联
体牵头医院要建立远程医疗中心，
向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提供远程服
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扩大远
程医疗服务范围。这意味着，更多
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获得上级医院

诊疗服务。
此外，医务社工岗位的设立，

也将为医患沟通提供便利。医务社
工将向患者提供诊疗、生活、法
务、援助等患者支撑服务。有条件
的三级医院还可以设立医务社工部
门，配备专职医务社工，开通患者
服务呼叫中心，统筹协调解决患者
相关需求。医疗机构大力推行志愿
者服务，鼓励医务人员、医学生、
有爱心的社会人士等，经过培训后
为患者提供志愿者服务。

全方位感受大数据应用 家门口享受大医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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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刘峣） 第四届“和
谐”杯京津冀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
日前举行，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500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参加了此
项路线覆盖京津冀的赛事。

为了让更多的骑行爱好者参与，

本次赛事由上届的 4 个组别增加到 5
个组别，分别是男子公路精英组、男
子公路中年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
地车组、全民健身骑游组。比赛从北
京平谷金海湖大坝发车，终点是河北
省兴隆县建龙广场，全程52公里。

京津冀公路自行车挑战赛举行

中国—东盟山地马拉松马山站开跑

本报电（记者立风） 中国山地马
拉松系列赛、2018 中国—东盟山地
马拉松赛暨“奔跑吧广西”生态马拉
松系列赛 （马山站） 近日在广西马山
县举行。

当天的比赛共吸引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名山地马拉松健将和长跑爱好者参
赛。每一届马山山地马拉松赛，都是

“体育+扶贫”马山模式的助推器。
此次赛事，组委会一如既往开展“挑
战四万公里，众筹千双跑鞋”和“共
筑梦想·爱在马山”公益扶贫活动，
预设4万公里的里程，在赛事举办前
通过线上公益马拉松就已完成 60 余
万公里。自 2016 年以来，赛事共为
山区孩子募集到 2000 双爱心跑鞋和
20多万元暖冬物资。

14省区完成进口抗癌药联合议价
47个药品平均降幅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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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超声科医生介绍甲状腺超声影像智能诊断系统。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