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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关心关爱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

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就如何保证体

育锻炼时间、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重

视学生心理健康等话题建言献策。

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两会

代表委员提到的关键词是体育锻炼。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雅礼中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王旭表示，对青少年而言，

要重视体育健康教育，建议中小学校

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全国人大代表、

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人陈静希望健全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定期监测并

公告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督促落实中

小学体育课时和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常态化开展，加强体育师资队伍

建设，开齐开足并上好体育课。

同时，保证体育锻炼时间，包括课

间休息和课后体育锻炼也是代表委员

关心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

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健康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厉彦虎建议延长中小学课间，

以应对青少年久坐不动、运动不足问

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足原主教

练水庆霞认为，青少年和校园体育是

体育发展的根基，培养青少年对体育

的兴趣非常重要，需要政策层面长期

而稳定的持续推动，让更多家庭支持

孩子参与体育运动。

此外，代表委员还高度重视学生

心理健康。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体育高

等专科学校体育与教育学院院长韦军

认为，身体是心理发展的根基，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不能仅从心理上去解

决，还要通过体育运动引导和促进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我国首枚冬奥

会金牌获得者杨扬呼吁落实每天一小

时体育活动，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刘国梁认为，体育是孩子健康成长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孩子能在体育竞赛

中感受到如何在规则里赢，也能勇敢

面对失败。

体育锻炼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体育总局近

年来坚持开展各类儿童青少年赛事

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交流平台，用户

外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同时，联合多

部门，加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

作，组织专家团队，创新科普形式，针

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突出问题，制定

“一校一策”的干预试点工作总方针，

推动体卫融合、体教融合，不断完善

青少年运动处方，通过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健康。

总局青少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将发挥体育

优势，研究推出更多简便、科学的体育

干预手段，使社会关注的青少年近视、

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今年还将开展“奔跑吧·少

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让孩子

们奔跑起来，继续关注偏远地区体育

运动的推广与普及，开展体育支教志

愿服务，传播体育火种。同时，规范引

导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助力“双减”

落地见效。体育运动正在成为青少年

成长路上的健康必修课，期待体育未

来更深入、更多元地融入青少年日常

生活。

体育强国建设大家谈

本报记者 王 辉

近日，由上海市体育局联合上

海体育大学、上海东方体育评估咨

询中心发布的《2023年上海市体育

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中的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在体育赛事带动下，

上海市文体旅融合产生的效应正

在充分释放。

为促进消费贡献体育力量

该报告显示，2023年上海体育

赛事充分展现了消费拉动效应。上

海ATP1000大师赛吸引观众19万

人次到现场观赛，直接经济影响达

14.22亿元，产出效应达39.72亿元，

对旅游产业的拉动效应达13.96亿

元；上海马拉松赛直接经济影响达

7.01亿元，产出效应达20.12亿元，

对旅游产业的拉动效应达7.69亿

元。

总体看，118项体育赛事共带

动消费37.13亿元，其中核心消费

7.99亿元、相关消费29.14亿元。赛事

共带来49.38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

且间接经济影响显著，其中产出效

应128.64亿元，税收效应4.25亿元，

就业效应32268个。赛事有力促进

了旅游产业发展，对“吃住行游购

娱”六要素的拉动效应共达到47.53

亿元，占拉动效应总和的36.9%。其

中“吃住”为10.7亿元、“行”为19.33

亿元、“游”为8.69亿元、“购”为2.81

亿元、“娱”为6亿元。

专业水平提升扩大影响力

报告显示，2023年上海体育赛

事展现出较高的办赛水准。118项

赛事中，国际级赛事36项，占比

30.5%；举办7届及以上的赛事40

项，占比33.9%。26.3%的赛事吸引

同级别（或同年龄）世界排名前20

运动员（运动队）参赛，61.9%的赛

事采用国际级裁判员执裁。此外，

有32.2%的赛事赞助商数量达5个

及以上，有39.8%的赛事赞助商中

含有世界500强企业。高质量的赛

事运营和高水平的竞技带来了较

高的满意度，现场观众对赛事表示

“满意和非常满意”比例超过90%

的赛事，达86项。

自主品牌赛事专业度的提升

是2023年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一

大亮点，参加上海马拉松的外籍选

手创造了中国境内马拉松男子组

最好成绩，上海赛艇公开赛邀请国

际精英队伍参赛，上海明日之星冠

军杯集聚国外顶级俱乐部青训队

伍和知名足球学院，专业度的提升

为自主品牌赛事发挥其独特效应

奠定了良好基础。

营造更好的体育消费环境

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是上海

体育赛事的重要管理工具，是“认

定—评估—扶持”体育赛事管理闭

环的核心组成。

今后，上海市体育局将继续打

造 自 主 品 牌 赛 事 矩 阵 ， 完 善

“3+3+3+X”自主品牌赛事发展框

架；营造更加优质的体育赛事消费

环境，激发更大规模外地、外国游

客到上海观赛消费的热情；推广

“跟着赛事去旅行”，逐步形成“文

体旅商展”融合发展常态化机制，

推动上海体育赛事在加快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推动上海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更大力量。

本报讯 3月12日，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第三

站在济南开幕。广西名将刘德助在男子800米预赛

中跑出1分46秒63，打破该项目全国室内纪录。

刘德助在2021年3月的全国室内田径邀请赛

华北赛区跑出1分49秒55，打破了李俊霖2019年创

造的1分49秒62的男子800米全国室内纪录，二人

随即在该项目上展开竞争。半个月前，在全国室内

田径大奖赛首站，代表北京队参赛的李俊霖以1分

48秒80刷新该项目全国室内纪录，这是他首次突

破1分49秒大关。

在济南站男子800米预赛中，刘德助在第4

组出场。“我想尝试一下能不能打破纪录，如果

跑得好应该能在1分48秒整左右。”刘德助赛前

已有目标。

起跑时刘德助处在最外道，第一圈他便全力

以赴，瞄准纪录发起冲击，最终以1分46秒63创造

新纪录。刘德助赛后表示：“成绩超出预期，这让我

更加期待室外比赛，争取今年打破男子800米全国

室外纪录。”

从2019年到2024年，刘德助、李俊霖两人交替

4次刷新男子800米纪录，将该项目的室内成绩提

升了近3秒。 （李东烨）

七台河市短道速滑业余体校运动员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欧阳明哲摄

刘德助破男子800米全国室内纪录

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通过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

文体旅深度融合
助力上海体育高质量发展

讲好七台河故事 持续推进“七台河模式”
本报记者 田 洁

今年1月，在韩国江原道冬青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1500米决赛中，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小将杨婧

茹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2月，在荷兰海伦芬举行

的国际滑联短道速滑青年世界杯第三站比赛中，杨

婧茹再获1500米金牌。继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

等名将之后，七台河市的冠军馆又增添了一个新名

字。“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冠军文化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七台河人。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七台河市委书记王文力

说：“冠军文化是七台河市独特的城市文化，短道速

滑是七台河市的传统优势项目，是七台河人民的骄

傲。积极宣传推介七台河冠军文化，讲好七台河故

事，传播七台河好声音，不断提升城市影响力，是七

台河市的一项长期工作。”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人才可持续发展

50年来，七台河市通过探索实践，发展形成了

“立足城市特点，选准运动项目，发挥自身优势，以建

设体育特色校为抓手，深度实施体教融合，强化资源

条件保障，建立科学育才选材荐才体系，形成辐射全

省、面向全国、人才辈出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以体育

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台河模式”，打造出

“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城市精神。

迄今为止，七台河市已连续5轮被国家体育总局

授予“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重点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目前，在全国短道速滑

项目注册系统中，七台河市运动员人数213名，占全

国近1/10，已累计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43人次，向省

队输送运动员326人次。王文力表示，七台河的底气

不仅来自金字塔尖，还植根于坚实的塔基，“我们立

足校园作文章，从娃娃抓起，通过大力实施冰雪运动

进校园，建设体育特色学校，把后备人才培养的根子

扎在校园里，出台了《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选材标准》

《七台河市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实施方案》，将短道

速滑项目作为必修课，纳入中考科目，激励更多学生

走上冰场。”

多层次深化体教融合，七台河市体育局聘请优

秀体育教师，以各校学生为班底，实行统一人才选

拔、统一训练内容、统一免费上冰、统一免费接送、统

一免费发放训练装备和补贴的“五统一”扶持办法，

在特色校中建立“小体校”，将集中学习、集中训练、

集中生活的“三集中”管理模式与走训结合，夯实人

才选拔基础。创建市县乡三级短道速滑特色校16所，

有力夯实了短道速滑人才储备库，形成了“特色校—

基础班—重点班”的逐级选拔培养模式。在此基础

上，黑龙江省体育局与七台河市短道速滑少儿业余

体校，以及七台河职业学院联办短道速滑青年队和

院队，使人才输送渠道更加畅通。

赛训经济升温提升城市美誉度

举办体育大赛不仅能让群众在家门口欣赏高水

平赛事，还有助于提升城市知名度，推进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近些年，七台河在这方面使足了劲———2023

年，七台河市承办了国家级、省级短道速滑赛事6场，

先后承办了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全国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等一系列国家级、省级赛事，并吸引多支省

内外运动队到七台河市训练，累计接待参赛人员3000

余人，带动消费1600余万元，不但带动了服务业的发

展，还增加了城市的人气。王文力介绍，首届“百凝盾

杯”全国青少年短道速滑邀请赛是七台河市成功打造

的自主赛事品牌，是由企业全资赞助、全国规模最大、

参与运动员最多的青少年比赛，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高度评价。同时还积极探索赛事

商业化运作模式，与北京夺镖体育文化公司合作，强

化赛事营销推广，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四站）

首次通过大麦网进行网上售票，实现了七台河市办赛

售票“零”的突破。 （下转第二版）

本报特派记者 周 圆

7年前，刘雨辰与李俊慧搭档首次参加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闯入决赛，并获亚军。至今，他还未能斩获全英

公开赛冠军，这成为小小的遗憾。今年是刘雨辰第5次

参加全英赛，他要同欧烜屹朝着冠军目标全力以赴。3

月12日首战，两人打得惊心动魄，以15比21、23比21、21

比14挽救了3个赛点后险胜晋级男双十六强。

当天，8号种子刘雨辰/欧烜屹对阵马来西亚组合

王耀新/张御宇。此前双方交手4次，“图欧”组合3胜1负

占据优势。然而，本场比赛首局，他们就以15比21失利，

第二局又是17比20站在了悬崖边上。“又到了要输的边

缘，反而思想包袱变小了。”从去年苏迪曼杯大逆转一

战扬名，“图欧”组合多次实现翻盘，虽然结果令人满

意，但暴露出不小问题。“为什么总要到无路可退时才

能爆发？”“图欧”组合也在思考。

赛后率先走入混合采访区的欧烜屹表示：“第一局

开始发挥得还可以，前面战术执行也比较好，但中半段

我发接发失误，连续丢分，没有打出水平。比分追上来

后，心态上又受到影响。”他还说：“第二局比赛，我心态

上仍受影响，第三局才慢慢调整过来。”

刘雨辰同样认为是心态出了问题，“压力有点大，

发挥不尽如人意，一直打得不是很顺。”谈及压力，刘

雨辰认为，不完全是因为争夺奥运积分的压力，更重要

的是在场上没有打出最好的状态。“很难保持在一场

比赛中打得都很好。发挥好的时候能够领先很多，但发

挥失常后，一下子又丢分很快。”刘雨辰说。

好在这次“图欧”组合没有重蹈法国公开赛覆辙，

艰难跨过首轮关，但这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下一场

我们要争取打得更好。”“图欧”组合表示，要认真总结，

吸取教训。

对于百年全英赛场，国羽队员情有独钟，“图欧”组合也不例外。“历史悠

久，氛围非常好。”刘雨辰表示，他与欧烜屹渴望取得好成绩，但重要的是表

现出更好的自己。 （伯明翰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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