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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小可

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议话题

之一。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

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

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质态。在体育领域尤其是户外装备制造

业，高新科技已经在实践中成为户外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在今年年初的ISPO（2024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

展）上，我看到许多品牌带来了许多新的设计、新的

科技，科技范儿十足的展品为从业者带来探索的新

方向。

走进展会的中央位置，许多观展群众围着一只

坐在秋千上的大熊猫拍照，“一开始被这只胖胖的熊

猫吸引过来，然后被这家企业带来的滑雪服和冲锋

衣吸引，听工作人员介绍滑雪服用了仿生科技可以

抗湿，感觉很新奇。”一位观展者说。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这是一家国产户外服装

品牌，而大家好奇的仿生科技是“气凝拒湿绒”，是

这家企业研发出的一种能较好抵御湿冷的填充

物。品牌以大熊猫皮毛极强的耐寒与抗湿冷性为

灵感，自建户外实验室不断打磨面料研发出“熊猫

仿生膜”“气凝拒湿绒”两大独创户外材料，分别仿

生熊猫皮肤结构与毛发技术，在加强防水防风、透

湿拒湿等户外功能的同时，提升使用者的穿着舒

适度与维护耐洗度。

和日常运动装备相比，户外运动装备一直以来

对科技创新的要求更高，单一的性能户外装备已不

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高科技产品愈

发受到青睐，随着多家知名运动品牌上线了专业户

外运动系列，加剧了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科技创新自

然成为户外运动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类似于仿生科技的高科技户外产品在展会上还

有许多，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大背景下，许多国产体育

品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的良性竞争环境正在形

成，户外装备也正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为户外经济带来强劲动

力。

我采访了近三年的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感受最深的是，前几年

的观展人群以专业观众为主，如今的展会有很多户外爱好者来选购心

仪的户外装备。可以看出，户外运动逐渐从小众迈向大众化，我国户外

运动市场仍有巨大潜力。作为一名体育记者，能够见证这一转变我感觉

很荣幸。

刘昕彤

职工体质健康是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石。根据全国总工会!"!!年开展

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

示，目前我国职工总数约为#$"!亿人，

职工平均年龄%&$%岁。#亿多职工的身

体健康状况不仅和企业健康发展息息

相关，更关乎背后亿万家庭的幸福生

活。

为摸清全国职工的“体质健康家

底”，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导下，总

局科研所和中国企业体育协会开启了

“!"!%年职工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指导

万里行”活动，对全国职工体质状况进

行全面、科学的检测。'个月中，“万里

行”活动走进全国("个省（区、市）的!!

家企业，为近万名职工进行了体质测

试，并据此发布了《!"!%年职工体质检

测“万里行”典型工种体质状况报告》，

在职工体质健康“摸底”工作上迈出了

重要一步。

基于不同工种，《报告》显示的职工

体质问题有共性更有个性。快递从业

人员下肢力量相对较弱，平衡能力有待

提高；煤矿工人的肺通气功能需加强；

机车生产工人普遍存在超重肥胖和核

心力量不足的问题；科技人员和办公室

人员上肢力量不足可能导致手腕疼痛、

鼠标手、颈椎和肩部肌肉过度紧张，引

发颈椎病、肩周炎等健康问题……而超

重肥胖和体重过低、心肺耐力欠佳致使

慢性病风险增高、柔韧性差可能导致肌

肉紧张和关节僵硬等共性问题在不同

工种的参测人员中均有出现。

职工体质健康是全社会共同关注

的问题。《“健康中国!"%"”规划纲要》

提出“加强企业职工健康管理、推动健

康企业创建”的目标。!"!(年出台的

《健康企业建设规划》明确“推动企业和

社会组织参与职工体育健身，提高职工

健康管理水平”。如今，工作节奏快，职

业病和慢性病多发、心理压力较大成为

威胁职工健康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损

害职工健康，也影响企业效率，制约企

业进一步发展。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医

学体检外，越来越多企事业单位重视员

工大健康管理，帮助职工树立健康关口

前移观念，运动促进健康成为重要手

段。在此背景下，“职工体质检测与科

学健身指导万里行”活动得到了企业的

普遍欢迎，通过对职工开展体质检测，

企业不仅希望摸清职工体质状况，更希

望职工通过体质检测了解自身健康状

况，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学健身，以

达到运动促进健康的目的。

基于此，!"!#年“职工体质检测与

科学健身指导万里行”活动进一步丰富

了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内容，流动式的服

务不光包括为参测职工提供全面的体

质评价报告和专业健康咨询，还举办科

学健身和运动康复讲座，展示和传授针

对不同工种体质特点和健康问题，量身

定制运动促进健康方案，结合各参测单

位的体质检测结果和职工需求，在服务

结束后继续提供多元化的运动促进健

康服务产品，为职工科学健身指导留下

丰富“遗产”。

肖梦楠

如今，很多小学的家长都会选择校

内的课后延时服务，这样既解决了无法

按时接学生的难题，又能为学生增加一

门兴趣类课程。虽然“双减”政策下的

课后延时服务课程多以兴趣类为主，但

体能类的培训仍是很多学生热衷的选

择。以足球为例，除体育课外，学生在

校内接触足球运动的时间有限，很多

对足球有兴趣的学生仍会课后到校外

场地或足球培训班进行学习。

好消息来了！随着日前体育总局

等(!部门关于《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

展实施意见》的印发，未来足球运动在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中将会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特别是文件中明确提出，“各

级各类学校将足球作为体育课程教学

和校园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并纳入课

后延时服务”。此举不仅丰富了现有校

内课后延时服务课程，将极大增强足球

运动在课后延时阶段的覆盖面，更是一

项推动校园足球开展和强化青少年体

育工作的有力举措。

和其他运动项目一样，足球运动的

发展壮大需要一定的足球人口基数，且

要遵循该项目的客观规律。儿童青少

年群体占据足球人口很大比例，同样也

是体育人才重要的后备力量。学生在

校内接触足球运动的方式和时间，对激

发学生运动兴趣，以及培养良好的运动

习惯至关重要。随着该文件的发布，未

来除体育课外，学生们放学后将有更多

机会在“自家”场地和“自己人”约场球，

无形中也会增加潜在足球人口。

于执行层而言，文件虽已发布，但

政策落地仍需时间。特别是面对校园

人群集中、年龄分布不一的特殊环境，

未来在保障安全基础上如何开展专业

且有趣的足球课程，在合理引进人才、

师资和场地分配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包

括校方在内的各部门集思广益、因地

制宜，才能制定出后续细化政策和配套

措施，并确保在课程中能为学生们提供

安全、专业、有效的服务。

于家长和学生而言，足球课程为课

后延时服务增添了一个选项，特别是热

爱足球运动的学生，又多了一个让自己

更开心的理由。但延时服务中的足球课

程，或许无法与专业足球培训机构比

拟，家长仍应将需求和关注点放在培养

学生足球兴趣和强健体魄方面。对平日

没有充足时间陪伴孩子运动的家长来

说，更应该积极响应，鼓励孩子增加运

动时间以弥补久坐后对脊柱和视力的

损伤。

公益广告

记者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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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体质家底 送健康服务

“课后延时”，踢足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