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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

创新办赛模式的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
深入景区商圈的健身活动舞台、效果立竿见
影的冰雪经济发展政策……2024 年，我国
全民健身事业迎来了一系列新政策、新探
索、新模式，群众体育锻炼更便捷，健身选择
更丰富，成就感、幸福感更强烈，体育的多元
功能价值更充分显现。全民健身普惠全民，
在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同
时，也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新比赛：属于“你我他”的全国大舞台
广播体操、健身气功、押加、攀椰竞速、

手扑球……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体育项目
同时出现在一个赛事里，一时令人诧异：这
到底是怎样的赛事？

这是2024年首次举办的全国全民健身
大赛上的比赛项目，赛事创新推出“5+N+
X”的项目设置方式，即5个规定比赛项目，
N个赛区自选特色项目，X个各省（区、市）
自选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高元义介
绍说，相较于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侧重于

“精”，社区运动会侧重于“常”，全国全民健
身大赛则侧重于“全”，体现出全地域、全人
群、全项目覆盖等特点，是为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而搭建的国家级综合
性赛事活动平台。

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初宏涛对这一赛
事印象深刻，他和队友先是获得了华北区四
十二式太极拳的第一名，顺利晋级全国全民
健身大赛总决赛，并最终获得了全国第七
名。“大家在比赛中既是竞技和较量，更是相
互交流和学习，所以收获很大。”初宏涛说。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
刘君柱介绍说，此次大赛的比赛项目设置注

重大众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赛事内容丰富多
彩，既有健身气功、广场舞、门球等中老年人
喜闻乐见的项目，也有飞盘、桨板、街舞等青
少年喜欢的项目。参赛的健身爱好者年龄
层次丰富、职业领域广泛、残健融合发展，激
发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让“全民”
的概念得到了最大程度体现。

从5月20日开幕到11月14日闭幕，本
次赛事开展各类赛事活动超过6000个，涵
盖运动项目近100项，其中省级、跨省级区
域间赛事活动 200 余个，地市级赛事活动
400余个，县级及以下赛事活动5000余个，
直接参与人数超过200万人。

新舞台：可以在景区公园，也可以在商
场社区

一场跑在旅游景区里的半程马拉松，一
次举办在大型商场里的篮球邀请赛，一场上
演在社区小广场上的趣味运动会……人群
集中在哪里，就把赛事活动办在哪里。这种
走出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场馆，来到景区、街
区和商圈举行的赛事，正在成为常态。

3月，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
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通知》，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结合运动项目
特点，将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地从体育场馆扩
展至具备条件的景区、度假区、体育公园、商
业中心、步行街等区域。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中华郡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距离西安市主城区仅
一个多小时车程。景区总经理张奇在学习
这一文件后决定引进赛事，在今年4月中旬

“试水”，冠名承接了一场半程马拉松赛，并
为参赛者和游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效果很理想，赛事期间景区共接待游

客 30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 660 万
元。”他说。

5月，成都市大型商业综合体成都环球
中心举办了两项青少年比赛：成都市青少年
艺术体操冠军赛和“快乐之星”2024年成都
青少年跑酷（竞速）比赛。两项赛事吸引了
近千名儿童参赛，显著提升了商场的人气。
据统计，比赛期间的商场客流量达20万人
次，比2023年同期上涨21%；商场整体销售
额达1500万元，比2023年同期提升5%。

6 月，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
区）篮球总决赛在云南蒙自举行，比赛吸引
了众多篮球爱好者和游客关注，周边景区游
客激增。据统计，为期3天的赛事期间，蒙
自 游 客 数 量 达 60.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1%，游客日均净增超3.8万人次。

一家商场的负责人表示，“体育进商圈
不仅让商场的顾客有了更丰富的体验，也能
拉动更多体育爱好者的消费，一举两得。”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成民铎认为，近
年来全国多地探索推动体育活动进景区、进
街区、进商圈已成为一种趋势。此举有利于
拓展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接触面，在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还能将赛事流量转
化为经济增量。

新政策：冰雪运动带热冰雪经济
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过去两年

多，但冰雪运动的热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降温，而是反复印证着“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
“冰雪经济”成为高频词。国家体育总局经
济司司长杨雪鸫在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
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时表示，政策红利效应

立竿见影，今年入冬以来，很多滑雪场的客
流量和营收同比都有明显增加，各地冰雪运
动蓬勃开展，冰雪经济不断升温。

数据显示，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
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13 亿人。其
中，2023 年入冬以来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2.64亿人。群众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推动了
冰雪场地设施建设。2023年全国冰雪运动
场地 2847 个，其中滑冰场地 1912 个，滑雪
场地935个。

北京冬奥会后，冬季到冬奥会举办场地
看国际冰雪赛事开始流行。11月底至12月
初，钢架雪车世界杯北京延庆站、单板及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速度滑冰世
界杯北京站等比赛陆续举办，也让观众们一
次次“梦回北京冬奥会”。

今年年初，“十四冬”的成功举办，让内
蒙古多地尝到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甜头。据测算，比赛期间呼伦贝尔共接待
游客177.4万人次，实现体育消费及其他消
费共计320亿元。这个冬季，内蒙古继续大
力推动冰雪场地设施建设，推动冰雪运动与
冰雪文化、冰雪旅游相融合。

2023 年底爆火出圈的“尔滨”，在这个
冬季变成了“尔滨2.0版”，不变的是冰雪大
世界火爆的氛围和超级冰滑梯前长长的队
伍。即将在2025年2月举办的第九届亚洲
冬季运动会，也将为冰雪经济注入新动能。
截至11月底，亚冬会特许商品已开发1600
多款，预售额约2.9亿元。

根据《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4）》，中国冰雪产业规模 2024 年将达
到9700亿元，预计2025年将增至10053亿
元。冰雪经济，又一次点燃了“冬天里的一
把火”。

2024，全民健身“新”意满满
新华社记者 王春燕 吴俊宽

记者日前从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获悉，近期
我国流感病毒检出阳性率上升趋势明显，进入季节
性流行期，肺炎支原体感染阳性率在北方省份下
降，在南方省份处于较低水平。冬春季是呼吸道传
染病高发季节，疾控专家呼吁公众做好个人及家庭
健康防护，以降低感染风险。

“预计今冬明春仍将呈现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
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从目前情况看，今年呼吸道传
染病的流行规模和强度比去年要低一些。”中国疾
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阚飙在发布会上说，与此同
时，目前正处于诺如病毒感染高发季节，预计未来
两个月仍将保持较高流行水平。如发生诺如病毒感
染，应注意采取隔离和相应的消毒措施。

元旦、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将大幅上升，聚
餐、聚会等活动增多。专家建议公众采取科学防护
措施，包括健康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环
境相对密闭、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时科学佩戴口
罩；积极接种疫苗，尤其是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
患者等人群；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或用
消毒纸巾擦手；注意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注意自
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建议尽可能
居家休息，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假期有境外旅行
计划的人员，应提前关注目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
做好个人防护，出入境做好个人健康申报等。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流感进入季节性流行期

随着寒假临近,很多人已做好带孩子出游、聚餐、
聚会的假期计划，由于气温低、空气干燥、室内活动增
加及通风不良等因素，为病原体的传播也提供了有利条
件，进入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肺炎支原体、流感等多
种流行疾病交织叠加，儿童感染人数增多。儿童感
染呼吸道疾病后如何进行居家护理？什么情况下需
要尽快就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刘恩梅介
绍，如果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相关症状，在居家
护理方面要注意四点：第一是多饮水，保持足够的
液体摄入量；第二在饮食方面提倡清淡、易消化的
饮食；第三要有一些对症的处理，如针对高热的儿
童，要给予一些药物退热处理，低热的儿童，可给
予适当的物理降温；第四是对于咳嗽明显伴咳痰的
儿童，家长可采取物理疗法，用给孩子翻身拍背、
雾化等方式帮助孩子把呼吸道分泌物排出。

患呼吸道疾病的儿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外出就
医？专家表示，一是患儿有基础疾病，如先天性心
脏病、营养不良、肿瘤性疾病等；二是患儿免疫功
能低下；三是高热 （＞39℃） 超过 3 天、频繁咳嗽影
响生活、学习；四是精神状态不好甚至出现嗜睡、
呼吸困难、频繁呕吐、皮疹、头痛、惊厥等。

“特别要提醒的是，3 个月以下的孩子出现相关
症状建议尽快就诊。”刘恩梅说，一般病情的孩子应
尽量减少外出，家长如遇到困惑，或需要开药、咨
询，可选择线上诊疗。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好转需要 2
至 4 周甚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需注意休息、等待恢
复，不用着急去医院复诊，避免再次感染。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儿童感染呼吸道疾病后
如何居家护理？何时就医？

◆星空有约

2025 年首月的“星空舞台”就让人眼前一亮。金星伴
月、象限仪座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距、火星冲日、金土极近
等“好戏”将轮番上演。

1月3日至4日，亮如明珠的金星将与一弯蛾眉月在傍晚
的西南方天空近距离相伴，为公众带来一场既好看又容易观
测到的“星月童话”。

1月3日，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象限仪座流星雨也
将迎来极大，届时会有明亮的火流星划破夜空。“如果天气晴
好，喜欢流星雨的朋友可在3日夜晚至4日黎明进行观测。”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
说。

在地球上观测，多数情况下金星都非常明亮。1 月 10
日，金星将迎来一个特殊的时刻——东大距，即金星在太阳
的东面，同时从地球看去，金星与太阳的张角最大。

火星是人类最为关注的一颗行星，平均约780天冲日一
次，上一次冲日是2022年12月8日，时隔约2年1个月，又到
冲日时，这一次冲日将于1月16日来临。“火星在冲日前后，
距离地球最近，视直径和亮度也达到极值，是观测火星的绝
佳时机。”宋媛媛说。

1月傍晚的西方天空中，金星的地平高度日益升高，观测条
件越来越好。同时，金星距离同在宝瓶座的土星越来越近，1月
18日最近时，二者角距离仅为2.2度，上演“星星相吸”。1月25
日的日出前2小时左右，如果天气晴好，早起的公众朝向东南方
天空有望欣赏到这样一幕天象：残月与知名恒星心宿二近距离
相伴，上演“星月对话”。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这些“天象好戏”将在
2025年1月轮番上演

冬春季节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随
着春节临近，人群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公
众十分关心如何减少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

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如何？
什么是人偏肺病毒，如何诊断和治疗？冬春季
节如何做好呼吸道传染病预防？针对公众关
切，记者走访基层医院并采访了相关疾控、医
学专家。

预计今年呼吸道传染病流行规模和强度
比去年低

“来门诊检测后显示是流感。”在北京市海
淀区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刚取完药
的市民告诉记者，自己近些天咽痛严重伴随发
热，怕传染给家人，第一时间来问诊开药。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光
远表示，2024 年 12 月份以来，医院发热门诊
更加忙碌了一些。

“流感病毒检出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
进入季节性流行期，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持
续上升，鼻病毒阳性率呈下降趋势，肺炎支原
体在我国北方省份的阳性率在下降。”中国疾
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阚飙在2024年12月27
日召开的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国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结果显示，人偏肺

病毒在14岁及以下病例中的阳性率也呈上升
趋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及其他一些呼吸道
病原体现处于较低流行水平。

阚飙表示，不同病原体所致感染的疫情走
势有所不同。预计今冬明春仍将呈现多种呼
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从目前情况
看，今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规模和强度比去
年要低。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检测多种病原体的能
力大幅度提高，在优化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
基础上，已在1041所哨点医院开展新冠、流感
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覆盖了所有地市和
代表性县区，能够及时掌握传染病流行趋势和
病原谱构成，有效促进临床救治和疫情防控。

人偏肺病毒感染多数人一周左右自行缓解
疾控机构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中

旬起，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人偏肺病毒感染
在南北方省份均有所增多。有部分网友对该
病原体不熟悉，在网络上“求”科普。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郑丽
舒介绍，人偏肺病毒（HMPV）不是危言耸听
的“新毒株”，而是一种会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常见病毒。由于该病毒培养生长缓慢、症状
不够特异，在本世纪初才被科学家发现。但研

究表明，它已经在人类中存在了60多年。
人偏肺病毒颗粒主要呈多形性球体，平均

直径约为200纳米，具有全球性流行特点，不
同亚型可能同时流行。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偏肺病毒感染表现
为自限性疾病，多数人在一周左右症状逐渐缓
解。”郑丽舒说，虽然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人偏
肺病毒感染，但冬春季是高发期，尤其是在学
校、医院和养老院等人群密集场所更容易发生
聚集性疫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唐兰芳表示，人偏肺病毒感染的常见症状
有咳嗽、发热、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但少部分患儿会出现肺炎甚至重症肺炎的表
现。对于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
群，还是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一旦出现高烧
不退、精神不好、咳嗽加剧、气促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患病后应好好
休息，清淡饮食，及时增减衣物等。

专家强调做好预防、合理备药
“冬季的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约是其他季

节的2至3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
心研究员徐建国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面对流感等常见呼吸道病原

体，常用个体防控措施，如注意个人卫生、消毒
通风优化室内环境等，可发挥较好的预防作用。
对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来说，
建议积极接种新冠、流感、肺炎球菌疫苗，以减少
感染发病和重症风险。此外，加强校园、养老
院防控，避免聚集性感染是防控关键。

有公众关心，如何区分不同病原体导致的
呼吸道疾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感染科副主任阮正上表示，从发烧的体温高低
或头晕症状来判断流感、支原体肺炎、人偏肺病
毒等呼吸道传染病不是十分准确，可能还会耽误
病情。因为这些疾病在症状上有相似处，都有可
能出现咳嗽、鼻塞、疲劳乏力、肠胃不适甚至高热
等，具有一定迷惑性。如果不适症状加重，要
通过就医来明确病原、针对用药。

“做好预防，有以下共通的重点。”阮正上
说，比如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减少去人员
密集场所等。此外，家庭备药需合理，可以备
一些退烧药、止咳化痰药物等。流感病毒有针
对性抗病毒药物，早期识别后早期用药，可明
显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但如果出现高热
不退、精神萎靡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尤其是
对有慢病的老年人，或肿瘤患者、免疫缺陷患
者，应根据自身情况尽早就医。

冬春这样守护呼吸道健康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筱 龚雯

2025年1月1日，白鹭在太原市汾河上飞翔。时下，成群的白鹭在汾河太原段休憩、觅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近年来，山西持续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为鸟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空间和栖息环境。 (新华社 詹彦 摄）汾河里的越冬“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