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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加大棒”：鼓励学生走向运动场

近年来，我国多所高校实行体育改革，用量化的“硬指标”鼓
励学生走向运动场，提升身体素质。各所高校“奇招”频出，卓有
成效。

2017年，清华大学“不会游泳者不能毕业”的举措引发了公众
热议。根据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先参加游泳测试，凡不通过者必
须在两年内参加培训课程并达到要求。清华大学还开设了50多个项
目的体育课，并通过体育协会、体育课外竞赛、体育活动等形式带
动学生参加健身运动。

浙江大学的体育课程改革，则将体育课程划分为课内体育与课
外体育两部分。学校还研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用于学生跑步“打
卡”——只有每学期跑满48次，每次跑步超过一定距离 （男生3.5公
里、女生2.5公里），才能获得满分。

吉林外国语大学在体育课之外，为学生设置了不同的锻炼计
划：大一学生要早起运动，冬季长跑，夏季做广播体操；课业负担
较重的大四学生，也要达到一定的跑步里程数，以实现“体育教育
不断线”的目标。

“现在大学生晚睡晚起现象很普遍，早起锻炼既是体质的训练，
也是一项自控力训练。”吉林外国语大学学生马卓说，经过几个学期
的“强制性”运动，很多同学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有了积极的变
化。

随着高校体育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赛事选择
在高校体育场馆举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上个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赛事组委会的统一部
署下，共有包括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在内的10余所大中专院校
承办了多项比赛，这些学校的体育场馆条件也因此得到了很大改
善。通过在学校比赛，也营造了体育氛围，增强了学生锻炼意识。

今年5月，天津科技大学承办了全国蹦床锦标赛。该校学生周海
霞说，很多同学之前对蹦床运动并不了解，但观赛经历培养了同学
们对蹦床运动的兴趣，也激励大家投入到体育锻炼之中。

护理服务扩容
“大”医生“小”护士格局变了

“我悉心照顾过西藏先心患儿、地震中失
去双腿的少女、慢病俱乐部的老人们……大
家是生命的合作者，相互温暖、彼此塑造。”
李红说，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恢复护理本
科教育后的早期毕业生，是服务病人的初
心，让自己一直坚守在临床和教学的第一线。

1978 年 40 多万、1985 年 63 万、1995 年
112万、2005年135万……国家卫健委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护理工作驶上了
发展“快车道”。截至 2018 年底，注册护士
数量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近 50%，近七成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每千人口护士数已达3人。

“最近这几年，医护人员数量比倒过来
了，护士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也不断提
高。”焦雅辉说。

护理人员数量和素质提升的同时，护理
服务本身也在不断扩容。据介绍，我国护理

服务模式已由过去功能制护理转变为责任制
整体护理。“互联网+护理服务”等新型护理
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护理服务由机构内延伸
至社区和居家，为群众提供专业照顾、健康
管理、心理护理、康复促进、安宁疗护等多
方位护理服务。护理学科水平不断提高，护
理国际交流日益扩大。

“90后”照顾“90”后
求解老年护理需求难题

在上海市杨浦区沪东老年护理院，七成
以上的患者是失能失智老人，其中80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占到了 73%。与此同时，医院的
27 名护士中，有一半以上是“90 后”。该院
党支部书记李晓琳说，这叫做“90后”照顾

“90”后。
“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孩，在家中是掌上明

珠，但在医院，她们是多元化优质护理的主
力军，长期承担着护理 200 名高龄患者的重
任。”李晓林说。

李晓林介绍，在护理院里，护士们每天都

会在清晨上班前、日常工作间隙、工作结束后，
主动向老人问好、道别，并通过神情、语气的观
察，关注老人的心情变化。有时还会送上一份
礼物，让不少因为长期缺乏交流而内心孤独的
老人，重新拾起对外界的信任。

据统计，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近 2.5
亿人，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老年护理
工 作 面 临 巨 大 挑 战 。 如 何 使 老 人 老 有 所
依、老有所养，如何让老人获得充足的医
疗保健、足够的心理关怀，是全社会必须
面对的问题。

焦雅辉说，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了老年
人护理需求的评估标准，还出台了“医疗护
理员”这一新职业的规范标准。下一步老年
护理工作将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保安全，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对接多样化需求
促进护理服务健康发展

“我的手机中有很多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号
码，从最初的几个、几十个，到现在的上千

个。我每天24小时开机，就怕患者有急事找
不到我。我知道，一次安抚、一个咨询就有
可能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北京地坛医院红
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说。

工作 35年来，王克荣已经护理过传染病
患者 5 万多人。她说，近年来，我国艾滋病
护理工作在临床、科研、教学方面飞速发
展，随着抗病毒治疗的普及，经过规范治疗
的艾滋病患者寿命已经接近正常人，这其中
凝集着全体护理人员的心血。

如今，智慧护理、“网约护士”等新模式
拓展了护理服务的时空范围。但不变的是，
我国护理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
贴近患者、贴近临床、贴近社会，不断对接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护士
队伍建设的力度，推动护理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坚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加强护士的培
养和培训，提高护理服务能力，不断完善护
士执业管理制度，拓宽护士执业发展的路
径。指导各地通过推动护理领域的改革与创
新，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护理服务业持
续健康发展。”

开学先上“体育课” 体质要达“硬杠杠”

大学校园劲吹“运动风”
刘 峣 林嘉伟

“我希望年轻的你们与国
家、与时代的脉搏共振。体
育教会我们永不服输、永远
进取的精神，每个人都是自
己人生的冠军。”

近日，在天津大学 2019
新 生 开 学 典 礼 上 ， 奥 运 冠
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
萍为近 5000 名本科新生讲授
了大学生涯中的第一堂体育
课 ， 分 享 了 对 于 “ 体 育 精
神”的理解。

又到开学季，体育课成
为不少高校“第一课”的选
择。让更多青年学子重视体
育作用、掌握运动技能、养
成锻炼习惯——如今，高校
的“体育风”和“健康风”
吹得正劲。

“第一堂体育课”：激发学生锻炼兴趣

在天津大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邓亚萍讲述了自己在艰苦条件
下坚持训练的经历：每天绑着15公斤沙袋在废旧澡堂里训练，冬天
地上结冰打滑，夏天酷暑难耐……“不利的客观条件不能阻止你前
进的步伐。”邓亚萍说。

“希望通过这样的讲座，激发同学们对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内生
动力，发挥体育的育人作用。”谈及“第一堂体育课”的目标，天津
大学体育部主任吴金克说，学校要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
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上周，西南交通大学的新生也迎来了第一堂体育教育课。7000
多名新生跟随奥运国际裁判员刘江和亚运会冠军曾秀君一起“热
身”，以运动的方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涯。

同样为新生集体上体育课的还有清华大学。不久前，4000余名
清华大学新生与学校全体体育教师面对面，聆听清华人的体育故
事，了解清华体育的内容和要求。

事实上，清华大学的“第一堂体育课”由来已久，是由著名体
育家马约翰于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无体育，不清华”的体育传统
与体育精神便由此而来。从 2014 年开始，清华大学恢复了这一传
统，重新开设“第一堂体育课”。

在今年的体育课上，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高龄的清华大学热
能工程系教授倪维斗现身“课堂”。他通过自身经历，讲述了体育锻
炼的重要性。倪维斗说，体育锻炼不仅能够让身体强壮、磨炼吃苦
耐劳的精神，还能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更高效地投入工作。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体质“补课”刻不容缓

50 多年前，清华大学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号召。
随着全民健身的日益深入，高校体育再度焕发活力。体育成绩和体
质指标，如今成了高校学子必须达到的“硬杠杠”。

高校越来越重视体育，背后的原因其实有些“辛酸”。在不少专
业人士看来，如今高校体育很重要的一项作用是“补课”——由于
中小学阶段缺失体育教育，很多基础性的体育教育内容不得不在高
校开设。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掌握运动技能、养成锻炼习惯等
体育教育的目标，其实是在中小学阶段完成的。

这些年，尽管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出现积极变化，但学生群
体连续多年体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2015 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
示，7 岁到 19 岁的学生体质状态中，大学生下滑最严重；2017 年

《中国学生体质监测发展历程》 指出，我国大学生体质呈下降趋势，
肥胖率持续上升，每5年提高2%到3%。

大学生体质为何下滑明显？专家表示，锻炼意识和能力的缺
乏、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重要原因。

“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先把文化课学好，上大学后再锻炼，但实际
上锻炼习惯的养成，锻炼意识、能力的形成，是从小就培养出来
的，等到大学惰性就形成了，没有动力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
主席薛彦青表示。

移动互联网发展和电子设备普及，也让不少大学生“宅”在了
宿舍和教室，健身锻炼便成了“老大难”。

为了提升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我国对高校体育提出了更严格的
要求。2017年4月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
要持续提升青年体质健康水平，青年体质达标率不低于 90%，引领青
年积极投身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提出，在学校教育中强化体质健康指
标的硬约束，让更多青年培养体育运动爱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中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400万

护理服务：护“身”更护“心”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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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立风） 第四
届北京国际徒步论坛近日
在京举行。来自英国、意
大利、尼日利亚等 9 个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来自
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区
市和来自各行业分会、俱
乐部、体育组织、赞助企
业的各界代表约 200 人出
席论坛。

本届论坛以“徒步与
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为主
题，探讨徒步运动作为一
种大众健身方式，如何融
入奥林匹克文化，传递和
平、友谊、健康、自然、
公益的精神以及徒步与奥
林匹克文化对文化融合、
城市发展、全民健康的推
动作用。

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
会长史绍洁发表 《徒步促
进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文 化 传
播》 的 主 旨 演 讲 ， 他 表
示，人们通过协会举办的
活 动 走 进 北 京 奥 运 会 场
馆，走进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在享受运动健身快乐
的同时，也感受着奥林匹克文化带来的
快乐。

经过与会代表的商议，论坛发表了
《为弘扬奥林匹克文化而行走——国际徒
步论坛北京倡议》，倡议通过徒步运动传
播奥林匹克文化，支持各国推广大众健
身计划，支持残障人士康复计划，加强
和促进各国徒步运动组织和广大徒步爱
好者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促进不同文化
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等。

本届论坛由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
流促进会、北京市体育总会、门头沟区
人民政府、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首都
体育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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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前辈钟茂芳先生把nurse翻译成‘护士’，意为护士是受过教育、用知
识照顾病人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把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中，解决患者健康问题，才能
让知识成为护理的力量。”51岁的福建省立医院主任护师李红说。

李红是第47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在护士的岗位上工作30多年，李红认为，去
帮助、去安慰，用知识照顾好病人，就是南丁格尔精神最朴素、最基本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护士3万余名；到2018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数已超过
400万，长期以来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扭转。

左上图：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引体向上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右上图：四川外国语大学师生展示排舞。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山东省高青县中医医院的
护士为患者做隔姜灸。

张维堂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