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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2023年全民

健身线上运动会———强国健步走

活动正式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上线。该活动旨在践行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战略，鼓励“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的用户们在认真学

习之余积极参与健身运动。该活

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合“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主办。

参加强国健步走活动需在8

月1日至8月13日期间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上进行免费报名，8

月14日至10月1日为比赛时间，凡

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成功的用户均

可参赛。报名成功的用户需在“强

国运动”页面查看步数授权是否

已经开启，开启后每天可在“强国

运动”页面查看自己的步数，只要

在比赛期间任一自然周获得强国

运动2积分，即视为成功完赛。

所有按规定完赛的用户都可

获得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颁发的电

子参赛证书，完赛后可于活动期

间在活动主页面领取。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目前

国内实名注册用户量最大、活跃

度最高、群众最信任、学习氛围最

浓厚的互联网平台，此番随着强

国健步走活动的上线，必将进一步扩大全民健身线上运动

会的覆盖范围，推动全民健身深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为

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合国家体育总局部分运动项目中

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省（区、市）体育部门和互联网平

台共同开展，今年是第二届。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充分发挥

互联网优势，联合各大平台共同开展健身主题活动，基本覆

盖了广大群众日常的运动健身场景需求，并且通过线上报

名参赛方式让运动打破时空限制，助力各类运动深入广大

基层群众，努力促进“群众组织群众”“群众指导群众”。经过

两年发展，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已成为全民健身活动的创

新典范。2023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自4月20日启动以来，

截至8月1日，已上线175项赛事，超过746万人参赛，共发放

521万张参赛证书。

（林 剑）

本报记者 部国华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有42家直属单位。有项目管理型单位、训练保障型单位、行政支持类单位、专

业技术类单位等多种类型，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不一、风险多样。怎样让安全生产工作不流于形式，真正见

真章、出实效，提升重点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水平？8月1日至2日，总局系统重点单位举行了安全生产工作现

场学习交流活动。

按照总局要求和部署，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聘请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和标

准化认证等领域的专家组成检查组，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专项检查、专题分析，对重点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这也是总局第一次聘请具备

相应资质的社会力量，以第三方的视角、专业化的深度对系

统内重点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从自查到专业人士来查，让各种隐患暴露出来，再逐一

解决，这就相当于又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不仅要找出问题，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总

局系统重点单位的安全生产水平，总局创新形式，将安全生

产会议直接拉到现场，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全程参与，现场

授课，手把手教学。

专家从一个单位应该如何构建安全生产的组织架构、

管理制度、操作规范，如何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奖惩问效等

方面进行细致讲解，帮助大家从宏观上、理论上再一次强化

意识，厘清思路。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这样的课“实用、有

效”。

仅有理论还不够，消防、燃气、用电、危化品管理防护……

安全生产关键在于落实、落细、落小。

在安阳航校食堂、公寓，在机场仓库，“洗碗池下面要有防

滑垫，防止水溅出来带来危险。”“灭火器要看出厂日期和维修

日期。”“食堂的小药箱一定要看好药品的有效期。”……大到

用电、用火，小到一块地垫、一个小药瓶，现场专家一一展

示。

“老师，如果燃气管道过长，能不能截掉？”“食堂工作人

员的健康证展示是不是放在大厅？”老师教得细，“学生”学

得更细。现场学完，各单位负责人又坐在一起，共同交流安

全工作的经验。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安全生产工作一

定要应用在实际行动中。”秦皇岛基地相关负责人更是感

叹，希望这样的现场会能经常开，能开到每个单位，让安全

工作进一步抓紧、抓实。

接下来，总局将继续通过第三方的实地检查，进一步发

现问题，建立总局系统安全生产工作风险隐患台账，持续强

化问题整改工作的督导落实，推动全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再

上新台阶。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工作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和“一失万无”的紧迫感，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

功，紧盯不放，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

本报讯 8月2

日，成都大运会继

续进行，中国体育

代表团延续良好发

挥，在游泳、跳水、

射击、跆拳道、体操

等项目中表现出

色，斩获9金，以36

金领跑金牌榜。从

游泳世锦赛归来的

覃海洋、张雨霏表

现出色，让人印象

深刻。

游泳比赛中，

中国选手共获得4

枚金牌。覃海洋摘

得男子100米蛙泳

金牌；女子50米蝶

泳决赛中，张雨霏

游出25秒20，再次

打破赛会纪录，获

得冠军；女子200米

仰泳决赛中，柳雅

欣凭借2分08秒18

夺得金牌；男女4×

100米混合泳接力

金牌也被中国选手

收入囊中。

射击项目高手

云集，竞争激烈，中

国选手斩获两枚金

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

中，宋布寒/张雨和印度选手比

分交替领先，最终宋布寒/张雨

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

组合张绮/胡凯面对捷克组合，

双方一度打成平手，最终中国组

合顶住压力连续拿分，率先得到

16分，以16比12获得冠军。

其他项目比赛中，来自北京

体育大学的徐蕾以2比0战胜伊

朗选手，获得跆拳道女子73公斤

以上级金牌。男子3米跳板决赛

中，中国选手张文澳6跳总分

533.45获得冠军。在体操男子团

体决赛中，由张博恒、邹敬园、苏

炜德、兰星宇、侍聪组成的中国

队以262.594分的成绩，将成都

大运会体操项目首枚金牌收入

囊中。

（弓学文）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四川成都素有“天府之国”

美誉，万众瞩目的第三十一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在这里举行。

赛场上，一幕幕精彩画面，传递着大学

生运动员的共通情感；赛场外，绿色低

碳的赛事保障措施和场馆建设让人耳

目一新。

全方位贡献“绿色能量”

办一场简约、绿色、精彩的大运会，展

现“天府之国”可持续发展的办赛智慧一

直是成都大运会所追求的目标。

室外高温炎热，并没有使用空调的成

都大运村生活服务中心却凉爽宜人，很多

人来到这都会被其独特设计所吸引。工作

人员为记者揭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该服

务中心的建设精妙借用了地理优势，建筑

主体部分在地势稍高处，让其形成一头朝

东北、一头朝南的两个喇叭口，串联起生

活服务中心的各项功能。这种所谓“冷巷”

的巧妙设计，让建筑产生了自然的“过堂

风”，在营造舒适共享空间同时，有效减少

建筑能耗、降低碳排放量。

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风和雨更是被

有效利用。该场馆不仅设置雨水回收系

统，还安装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等节能系

统和设备，不仅做到利用低功率循环自然

风达到节能效果，设备回收的雨水还可用

于绿化、浇洒、冷却塔补水。成都大运会执

委会城市工作服务部专职副部长杜胜歌

表示，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初步核算，成都

大运会在全面落实源头减排措施后，将减

少碳排放约2.6万吨。

交通方面，成都大运会期间共有2000

余台新能源车用于交通服务。大运村到中

心城区场馆交通90%以上使用新能源车，

大运村内部100%使用新能源摆渡车。对

于大学生运动员来说，这场青春盛会必将

扬起绿色旗帜，进一步激发他们对环境保

护的责任与意识。

共享可持续“蓉光”

大运会的这场“青春之约”不仅是成都

的，也是世界的。此次成都大运会将绿色环

保与体育运动相结合，为大型赛会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典范。本次大运会共设

置49个赛事场馆，其中新建场馆只有13个，

其他36个场馆均为原有建筑改造升级。改

造升级场馆大部分为成都市内及各高校体

育馆，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和历史文化特

色基础上进行修缮及扩建，不仅可以满足

大运会需求，还能充分利用已有场地资源，

提升成都市体育设施整体水平。

正在四川省体育馆周围散步的市民

周俊霞感慨道：“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经

常来这儿锻炼，很方便。省体育馆已经34

岁‘高龄’了，因为筹备大运会，它完成了

30多年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提升改造。和以

前的‘年代感’相比，如今目之所及，场馆

内都是崭新的硬件设施，未来一

定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普通百姓

的健身需求。”

正如成都市民所讲，综合性

赛会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举办期间的精

彩赛事，后续对场馆如何利用也是衡量其

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从这点来说，成都

大运会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从城市发展角

度来看，大运会各场馆建设与城市规划协

调融合，将来可以作为地标性建筑美化城

市景观。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根据成都

市政府规划，大运场馆未来不仅可承办大

型活动，还将供各级俱乐部长期驻扎训

练，并且将对老百姓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成为群众未来日常健身的重要场所。

成都大运会以“绿色、智慧、活力、共

享”为办赛理念，“绿色、节俭、必须”为办

赛原则，打造了一个环保可持续的赛事。

其彰显的绿色低碳理念和可持续、面向未

来的长远目光，激发了成都坚持绿色发展

的生态文明自觉，也让这座城市拥有了更

深厚的潜能后劲。

（成都8月2日电）

本报成都8月2日电 记者轧学超报道：成都

大运会游泳项目激战正酣，中国游泳队今天夺得4

金，并多次打破赛会纪录。“蝶后”张雨霏和“蛙王”

覃海洋在各自项目上双双夺冠。

在女子蝶泳50米决赛中，张雨霏以25秒20夺

冠，刷新了她之前创造的赛会纪录，也拿下自己在

本届大运会的第二金。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覃海洋一路领先，轻

松摘金。虽然58秒92的成绩不算突出，但他依然是

全场唯一一个游进59秒的选手，这也是他个人本

届大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在半

决赛中，覃海洋以58秒42打破了赛会纪录。

随后比赛中，柳雅欣又为中国队拿下女子200

米仰泳冠军。

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

“超级明星阵容”———王谷开来、覃海洋、张雨霏、

李冰洁一同上阵。在第二棒的覃海洋成功抢占头

名后，中国队就一路遥遥领先，最终率先触壁，并

以3分44秒02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

本报成都8月2日电 记者轧学超报道：

成都大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今天举行。中

国队以总分262.594分摘得金牌，这是此次

大运会体操项目的首枚金牌。

比赛中，中国队先后进行自由操、鞍马、

吊环、跳马、双杠、单杠的比赛，在6个项目均

有4人出战。根据赛制，每项各队3个最高分

计入团体总分。张博恒、侍聪、兰星宇参加全

部6项；邹敬园参加鞍马、吊环、双杠；苏炜德

参加自由操、跳马、单杠。

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当日晚

间出场，较晚出场有利于他们制定战术，日

本队项目顺序与中国队一致。自由操、鞍马、

跳马比赛，日本队得分高于中国队。中国队

吊环得分领先日本队，在双杠有邹敬园和张

博恒贡献的两个15分以上的高分，5项得分

领先日本队1.799分。最终，日本队总分

260.562分获得亚军。韩国队以总分247.827

分排名第三。

本次成都大运会体操项目赛程5天，将

决出14枚金牌。

“学”见真章“干”出实效
———体育总局系统重点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学习交流活动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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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海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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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摘得体操男子团体冠军

“蝶后”“蛙王”联手摘金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