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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挥洒健康活力……8 月 8 日，中国将迎

来第 15个全民健身日。

让更多中国人身体壮起来、精神强起

来！自 2009 年确立全民健身日以来，“运

动是良医”深入人心。目前，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提高到 78.2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 现 代 化 最 重 要 的 指 标 还 是 人 民 健

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引领全民健身和卫生健康事业实现

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

活力中国：全民健身事业
迎来大跨越

成 都 ，第 31 届 世 界 大 学 生 夏 季 运 动

会。7 月 28 日，圣火盘一经点燃，光芒盘旋

上升，古老的“太阳神鸟”仿佛展翼腾飞。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0 名运动员相聚于

此，共同见证体育的魅力。

“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

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开

幕式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诚挚

邀请。

百年变迁，缩影于此。体育承载着国

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2017 年 8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

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强

调，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

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

每一场运动盛会，都在向世界展示活

力的中国；每一个跃动身影，都映射着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 1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

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时深刻指

出 ：“ 从 体 育 强 国 到 健 康 中 国 ，人 民 的 健

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

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它的意义，小中见大。”

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实施

全民健身战略，新时代谱写的现代化乐章

致广大而尽精微。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对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部署；把人民

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

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为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

统揽全局、系统谋划，作出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

中国的目标。

颁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修订体

育法，征求全民健身条例修订意见，制定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

计划……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

政策保障。

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千方百

计解决“健身去哪儿”的难题——高架桥

下 建 起 运 动 公 园 ，废 旧 厂 房 化 身 体 育 园

区 ，“15 分 钟 健 身 圈 ”遍 布 城 乡 ，“运 动 教

育”成为热门选项。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迈

向 体 育 强 国 之 路 ，是 追 求 更 快 、更 高 、更

强、更团结、更愉悦的健康之路。

截 至 2022 年 底 ，全 国 体 育 场 地 共 有

422.68 万 个 ，体 育 场 地 面 积 37.02 亿 平 方

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 5 亿，城乡

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

人数比例达到 90%以上……

健康中国：加快向“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

“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

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2020 年 9 月 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健康是 1，其他都是后面的 0。”

全民健身推进健康关口前移，加快从

“ 以 治 病 为 中 心 ”转 向“ 以 人 民 健 康 为 中

心”，中国不断开创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一切努力都是让健康这个“1”更加坚实。

引导百姓想运动、能运动，健身、健康

加速融合——

全国超过 96%的县区开展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建成健康食堂、健康步道等

健康支持性环境 8 万余个；大力推动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不断提升

人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5.4%……

“运动处方”防未病，全民健身成社会

新风尚——

八段锦、五禽戏的练习音乐，在城市

公园响起；“运动处方”走近更多高血压、

糖 尿 病 、肥 胖 等 慢 性 病 患 者 ……“ 多 锻

炼 、少 生 病 ”，科 学 锻 炼 防 未 病 成 为 更 多

人的坚持，喜爱健身、追求健康的观念蔚

然成风。

“体医融合”持续推进，高质量的健身

“火”起来——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

动“体医融合”，要充分发挥科学健身在健

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特色

作用，积极推广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运动健

康服务。

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

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中国不断健全

更高水平的健身与健康服务，让人民身心

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幸福中国：推动全民健身
和全民健康“从有到优”

从推动群众登山健身，到普及全民健

身运动，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确立，再到

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增

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

质量的关切一以贯之。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参与国际体

育合作的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

的重要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

置，新征程上继续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从“有”向“优”转变。

运动从“小”抓起，身体素养、精神状

态全方位提高——

“让孩子们跑起来”“要长得壮壮的、

练得棒棒的”“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

体 质 最 有 效 的 手 段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叮嘱，牢牢记在万千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多部门印发文件加强和改进学校体

育工作，让更多孩子体验运动的快乐；中

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

时；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握 1 项以上运动

技能……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

炼协调发展，让青少年形成终生的爱好和

运动习惯。

适应健身新需求，“软硬件”支撑体系

更完善——

从公园到社区、从线下到线上，随着

健身方式的转变，健步走、路跑、马拉松、

飞 盘 等 越 来 越 多 的 健 身 项 目 走 近 你 我 。

新建、改扩建 1000 个以上体育公园，加强

全民健身器材配建管理；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全

民健身的支撑体系将不断健全。

倡 导 全 龄 友 好 理 念 ，向 着 体 育 强 国

迈进——

秋分之时，钱塘江畔。

40多个国家1.2万余名运动员将齐聚杭

州，为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亚运盛会，

向世界传递“体育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此前全面竣工并通过赛事功能验收的

56 个竞赛场馆、31 个训练场馆陆续向社会

开放，已有近1000万人次在这些场馆健身。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

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

法 律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 与 适 老 化 改 造 相

结合；着力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

运 动 权 益 ，提 高 广 大 职 工 的 参 与 度 ……

推 动 构 建 全 民 健 身 参 与 主 体 多 元 化 、供

给内容多元化、供给模式多元化的格局，

让 更 多 人“ 动 ”起 来 ，全 民 健 身 公 共 服 务

“温情”尽现。

为人民健康筑基，为自信自立铸魂。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新 征 程 上 ，在 以

习 近 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健康之路，

必将书写让 14 亿多中国人民生活更美好

的温暖答卷。

新华社记者 陈芳、董瑞丰、彭韵佳、

顾天成 （据新华社北京8月 7日电）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
——写在第15个全民健身日之际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我国首个体育宣传周——2023
年体育宣传周 7 日正式启动。在 8 月 7 日至 13 日一周的时间

里，全国体育系统将宣传方针政策、做好普法解读、弘扬体育

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推动全民健身，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介绍，为广泛宣传体育事业，激发全民体育热情，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每年 8月 8日全民健身日

所在周为体育宣传周。从“全民健身日”到“体育宣传周”，不

仅仅是对体育宣传工作时间、空间上的延展，更是以体育宣传

周为契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引导人民

群众树立和践行科学健身理念，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文明

生活方式，进一步发挥体育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据悉，2023 年体育宣传周期间，在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协

调部署下，全国各地将陆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宣传周

主题活动。全国各地围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促进体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宣传普

及新修订的体育法，举办线上线下体育文化展示交流，宣传体

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凝心聚力的重要

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广泛传播体育正能量。

我国首个体育宣传周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姚均芳）8 月 7 日，上证科

创 100 指数正式上线，发布实时行情，科创板指数体系再添新

成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科创 100 指数是从科创 50 指数样

本以外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中选取 100 只市值中等且流动

性较好的证券作为样本。两者共同构成上证科创板规模指数

系列，目前约可覆盖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66%。

上证科创100指数正式上线

（上接第 1版）为保证水产品的品质，村里坚持生态养殖，今

年，仅甲鱼养殖一项就盈利近 13万元。

不仅以“荷”致富，在帮扶政策的支持下，河林村还建成种

养面积达 2068 亩的特色产业园，冬种辣椒、花菜，夏种瓜果，

产业园里的果蔬品种越来越多，村集体经济来源也越来越

广。每年夏季，产业园外货车、客车络绎不绝，既有果蔬批发

商，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单日高峰有 400多人。

在南昌，与河林村一样，不少村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和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拓宽了百姓致富门路。同

时，该市坚持把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巩

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常态化开展就业监

测和帮扶，帮助 2834 名脱贫人口实现家门口就业；大力开展

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全市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实现就业

2.11万人。

南昌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上接第1版）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开展生产经营。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聚焦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降

低企业综合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创造更好的条件。上半年，全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38%，同比下降 0.37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个人住房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11%，同比下降 1.40 个百分点，有效支持

扩大需求潜力，努力为江西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的金

融支持。

着力打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堵点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记 者 周圆、王聿昊）8 月 7
日，国 家 防 总 办 公 室 、应 急

管 理 部 滚 动 组 织 防 汛 专 题

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

局 、水 利 部 、自 然 资 源 部 联

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和灾

情，视频连线天津、河北、吉

林 、黑 龙 江 等 省 份 防 办 ，安

排 部 署 重 点 地 区 防 汛 救 灾

工作。

当前海河流域洪水正过

境天津，松花江、嫩江干流洪

水继续演进，部分河段超警，

江河堤防和蓄滞洪区围堤巡

查防守压力大。今年第 6 号

台风“卡努”可能对东北地区

产生影响，防汛救灾形势不

容乐观、任务艰巨。

会 商 指 出 ，海 河 流 域 要

高度重视洪水演进和蓄滞洪

期间的巡查防守，紧盯重点

部位；要科学统筹推进蓄滞

洪区涝水下排；要妥善做好

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

障。东北地区要重点摸排、

全力组织搜救失联人员，深

入细致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等

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态势；要进一

步加大排涝工作力度，努力减少农业损失；要

抢修水毁工程，强化地质灾害点隐患排查，严

防次生灾害。

目前，国家防总仍维持对天津、河北的防

汛二级应急响应和对北京、吉林、黑龙江的防

汛三级应急响应。6 日晚，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再次

紧急向天津调运 700 万条编织袋、300 万平方

米复膜编织布、1000 件救生衣等中央应急抢

险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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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队员在河
北省涿州市市区内进行排涝作业。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河北涿州：

奋战一线 排涝抗洪
连日来，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唐山、邯

郸、衡水等地区 7 个支队、800 多名消防救援人

员投入到涿州市积水严重地区进行排涝作业。

◀8月7日，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队员在河
北省涿州市一处写字楼电梯井进行排涝作业。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中央宣传部近日下发通知，公

布 2022 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优秀团

队、服务标兵名单。

此次公布的示范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涵盖创新理

论宣讲、农村文化建设、科技助农兴农、健康义诊服务、法治宣

传教育等领域，工作成效好、群众认可度高、示范作用强，充分

展现了“三下乡”活动的进展成效。

2022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示范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公布

（上接第1版）

河流超警戒水位！洪水蓝色预警！

北部战区陆军第 78 集团军某旅 350 余名官兵昼夜不

歇 ，构 筑 1000 余 米 子 堤 ，并 继 续 加 高 延 长 ，全 力 迎 战 洪

峰。就在几天前，这个集团军官兵在尚志市连夜营救转移

了 30 余名受困群众，并分赴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哈尔

滨市等多地执行修筑、加固堤坝任务。

同一时间，武警吉林总队长春支队、松原支队官兵紧

急赶赴防汛重点部位巡查检修、垒护堤坝，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危难中，子弟兵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6日的北京，大雨初歇。

距昌平区流村镇高崖口村村委会不到 5 米的地方，是

一条被洪水冲出的几十米宽的新“河道”。这里原本是进

山的唯一通路，洪水已经将数米高的路基掏空。

巨大的轰鸣声中，中部战区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工兵

旅数台大型工程机械正在清理河道，回填路基。

村委会前，一条仅容单车通行的硬化路面已经抢通。

对流村镇数百名群众而言，这是解困的生命之路，更是重

建家园的希望之路。

当前，人民军队仍有多支工兵、舟桥、通信部队携带

专业装备支援地方，抓紧修复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

础设施。

洪水退去，河北省涿州市刁窝镇原本繁华的商业街一

片狼藉。

“接到上级命令，我们的任务由巡险固堤转入灾后重

建，目前主要负责道路疏通，清淤消杀等相关工作，帮助老

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部战区陆军第 82 集团军

某勤务旅科长陆风亮说。

天气闷热，垃圾堆的异味格外刺鼻。官兵们连续奋战

3个小时后，街道恢复畅通。

洪水退去后的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山区，道路损毁严

重，水流依然湍急。

8 月 5 日 8 时，涞水县人武部奉命组织 65 名民兵，为深

山中受灾最严重的赵各庄镇汤家庄村运送生活物资。至 6
日凌晨 3 时，经过连续 4 次转运后，民兵队员终于将所有物

资全部送到。

灾情发生后，涞水民兵分队先后出动 20 余次，向深山

里的受灾村运送帐篷、被褥、食品等生活急需物资，解决了

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中部战区疾控中心紧急调拨消毒防疫物资，抽组防疫

分队抵达任务区，负责食品安全、检水检毒和传染病预防；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派出医疗组深入灾区，开展义诊

巡诊、救治伤员；武警河北总队医院派出小分队进行灾后

消杀，宣传防疫知识……

洪水不退，子弟兵绝不后撤。

这个夏天，人民军队再一次用行动证明：洪灾面前，人

民心中有一种信心叫做“人民子弟兵”！

（新华社北京8月 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