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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绘就全民健身活力画卷
——北京市石景山区多措并举引领全民健身热潮

◎ 董静

新闻集装箱

7月20日，北京市石景山首钢园迎
来了一场体育盛事，2024年全民健身线
上运动会启动仪式暨2024年北京数智
体育公开赛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它将全
民健身的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激荡起
全民健身的澎湃热情。

近年来，石景山区大力发展体育事
业，全面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完善全民健身阵地，广泛普及
全民健身活动，有力推动了全民健身迈
向更高水平。

全民健身设施提档升级

“以前这里地面不平，器材也老旧，
改造后太让人惊喜了，环境好太多了。”

“一到傍晚，这里特别热闹，跑步的、散步
的、运动的……而且这儿还新增了一个
水吧，比改造前方便热闹多了，真的让我
们很惊喜。”……平整的步道、崭新的健
身器材，“精提升”后的鲁谷街道五芳园
健身苑，引得市民纷纷称赞。

鲁谷街道五芳园健身苑的改造升级
是石景山区强基础，扩大服务供给的一
个生动案例。近年来，石景山区以磅礴之
势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的落实，

围绕“七有”“五性”要求，制定了《石景山
区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2021- 2025
年）》，描绘了一幅全民健身的宏伟蓝图。

这份计划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新篇章。在这片
热土上，通过加大投入、完善设施、丰富
载体、强化指导、健全机制等措施，先后
建成了一批重大体育设施，推动群众健
身热情日益高涨。2023年，421件全新的
全民健身路径设施投入使用，为市民提
供了更多的锻炼选择。目前，全区已建有
4068件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器材，90处各
类专项活动场地星罗棋布，涵盖篮球、足
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门球等多个项
目，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全民健身活动丰富多彩

踢毽子、跳大绳、托球走桩、旱地冰
壶、广场舞大赛、乒乓球大赛、健步走……
丰盛的“健康大餐”满足了不同年龄群众
的锻炼需求，成为石景山区推动全民健
身有力的“助推器”。

在这里，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是成为了全民共享的盛宴。从春暖花
开到寒冬腊月，从社区到街道，从学校到

企业，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运动氛围。
近年来，在推进城区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石景山区打造的体育赛事如同一场
场精彩纷呈的交响乐，奏响了全民健身的
华美乐章。“阳春社区体育节”和“金秋体
育盛会”已经连续举办了38年，成为了这
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而“冰雪体
育节”则在过去十年里，为寒冷的冬季注
入了无限活力。每年的8月8日“全民健身
日”，“活力京西 运动同行”的口号更是响
彻全区，吸引了无数市民踊跃参与。这些
品牌赛事IP矩阵，构建了一幅“四季有活
动、全年都精彩”的绚丽画卷。

在这场全民健身的大潮中，体育社
会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2023年，各协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承办、筹办了33
次活动和赛事，同时开展了400余场培
训类活动，吸引了13798人次参与，为全
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为了让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区体
育局与区教委通力合作，举办了以“奔跑
吧·少年”为主题的一系列精彩赛事。足
球、篮球、游泳、射箭等多项比赛，以及全
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的举办，让1.5万
名学生在运动中挥洒汗水，绽放青春。这
些赛事覆盖了全区43所中小学校，不断

激发着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全民健身服务日益提升

“阳春社区体育节”“金秋体育盛
会”……一批高水平全民健身群众赛事
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犹如一道道光
芒，照亮了石景山区的每一个角落，扩大
了体育赛事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让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2724名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如同
一支支火炬，照亮了全民健身的道路。他
们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大讲堂、志愿
服务活动等300余次，内容丰富多彩，形
式多种多样，他们在基层全民健身活动、
大众科学健身中发挥了带动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冰雪运动在石景山区如
火如荼地开展着。举办了“快乐市民冰雪
季”、冰雪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广宁冰雪
场地”和“首钢冰雪汇”等冰雪活动场所
继续向公众开放。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数
据增量背后，是石景山区始终将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高瞻远瞩。
如今，漫步石景山区，随处可见的健身场
景已然成为这座城区最亮丽的风景线。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藏
语称为“热贡”，意为“金色谷地”，被誉为

“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
千余年历史的“六月会”、古代舞蹈

“於菟”、国家级非遗“热贡艺术”等民俗
与艺术始终“活”在人们的生活中，生生
不息，历久弥新。

仅10万多人口，却共同生活着藏、
汉、回、土、撒拉等18个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这片金色谷地上，多元文化汇聚，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谱写出民族团
结、文化共生、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绚丽篇章。

多元一体的文化之“同”

大峡谷雄奇壮丽，隆务河奔流不息。
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合部，

历史上的同仁，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
是贸易往来之地。

从汉代“以军戍卫，以屯养军”，宋代
“茶马互市”，到清代“边茶贸易”，隆务河
谷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区中
心，逐渐形成了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
系、宗教信仰的共同文化，呈现出“向内
凝聚、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

清乾隆年间，同仁隆务寺六世夏日
仓活佛罗桑丹贝嘉措划出百余亩地，邀
请甘肃临夏、青海循化、化隆等地的80
名回、汉、撒拉族商户前来经商，逐步形
成了商贾云集的隆务老街。

清晨，阳光遍洒，漫步在隆务老街，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古朴深邃，繁忙的店
铺里弥散着人间烟火。汉族、保安族、藏
族、回族顾客络绎不绝，不同民族的语言
在小小的店铺里交织在一起。

随手推开一扇虚掩的大门，院内的主
人都会热情相邀，手捧一杯刚泡好的熬
茶，新烤的馍馍散发着麦香。

在62岁的老街住户索南加家里，一
排排锃亮的景德镇龙碗整齐摆放在藏式
碗柜里。“这是我从儿时起就有的记忆。”
抿了一口熬茶，索南加笑着说，“用湖南

的茯茶熬出的茶，我们这里的藏族、蒙古
族、汉族伙伴都爱喝。”

“弯弯曲曲的隆务河，入上了黄河的
道了；各民族人民手拉手，春天的花园里
进了。”流传在同仁地区的民歌“花儿”，
唱出了各民族友好相处、包容互助的历
史传统。

“同仁最显著的城市气质在于‘同’
字，集中体现在它的包容、多元上。”青海
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副主任索南
旺杰说，“在这个比较封闭的河谷地带，
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高度融合，
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生意搭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
担……长期的民族交流融合，使得人口
仅有10.37万的同仁市拥有藏、汉、回、
土、撒拉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比超过90%。

“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
越会绵延不断。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
休戚与共，和和美美，这成为同仁城市发
展的根与魂。”黄南州委书记朱战民说。

生生不息的传承之“活”

历史与时代辉映，传统与现代交融，
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在老百姓的
生产和生活中交融演进，活态传承至今。

热情潇洒的舞蹈洋溢着活力，“上口
钎”和“开红山”充满神秘色彩……每年
农历六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热贡“六月
会”如期而至，为众多游客和国内外学者
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原始风味极为浓郁，沉浸其中，能
感受到幸福。”千里迢迢从深圳赶来观看
的一名游客说。

传承1300多年的“六月会”，仅仅通
过群众口口相传保持了其原生态的样
貌，并融入日常生活中；有着“古羌族文
化活化石”之称的“於菟”舞蹈，在每年农
历十一月上演，被众多专家认为是“古代
舞蹈的当代遗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文化艺术活水满，技艺传承逐时新。
在同仁，文化遗产不仅是摆放在博物馆
里供人参观的老古董，还“活”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自觉。正因此，同
仁被称为“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热贡艺术发源
于隆务河畔，原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
流派，因根植于群众生活，不断兼收并蓄
而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青海格桑热贡艺术传播中心内，融
入中华传统文化金、木、水、火、土五行元
素的热贡唐卡《吉祥的马头》，备受内蒙
古自治区群众欢迎，一年售出600余幅。

同仁市非遗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完玛
加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热贡唐卡的
内容不再仅限于佛教题材，各类山水人
物、吉祥寓意的画作也越来越多。细看街
头巷尾游客身上别致的项链等小挂件，
微缩的唐卡制品已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既有传统的继承，又有现代的拓
展，这正是热贡艺术‘活’的体现。”政协
第十三届青海省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卡则加说。

文化不仅浸润了同仁人的生活方
式，也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灵魂。目前，
同仁市有2.4万余人从事热贡文化产业，
约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文化企业近
400家，2023年文化旅游产业收入达到
5.9亿元，成为城市支柱产业。

承古拓今的发展之“和”

两千年屯垦戍边，八百里冰雪昆仑。
保安古城里，残存的古城边墙与悬

挂的“汉鼎孤烟”匾额，静静诉说着曾经
的烽火岁月。

这里是同仁通往青海西宁、甘肃临
夏的必经之地。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
即在此置军屯垦，此后逐渐成为甘青地
区历史上重要的口外重镇。

时代更迭，烽火边城远去了鼓角铮鸣，
沧桑古城已成为屯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61岁土族退休教师田华的家，已有
百年历史。这所老宅完整保留了青海河
湟地区农村庄廓院的传统：四合院内四
面靠墙建房，庭院中花木繁茂；正房内
墙上挂有古训字画，条几上置古瓶、镜
架和铜制供器，古色古香，颇有耕读传
家遗风。

“这里空气新鲜，住着心情好。”田华
说，近些年，政府帮忙改了水厕、做了屋
顶防水，老宅水电齐备，“虽在乡间，享受
的都是城里的生活”。

以保安古城为代表，目前同仁市72
个行政村中有36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同仁也是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地。

城中有村、村绕城建。同仁市将这些
古村落视为财富所在，山、水、林、田、村、
城非常自然且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不搞
大拆大建，“嵌”在城市中的古老村落给
排水、户厕改造、农房提升、道路硬化、美
化绿化、数字乡镇、物流快递等项目一体
推进，村落得到整体性保护和活态利用。

如今，古村落成为热门“打卡”地。在
同仁市城区的郭麻日村，900多年历史
的古堡郭麻日屯堡吸引了诸多游客。“古
堡曾抵御外敌，建造得像迷宫一样。”39
岁的土族村民多杰在这里开了一家咖啡
馆。作为“藏族传统木雕”省级民间工艺
美术大师，他还在店里开辟了木雕区。夏
日的午后，不时有游客到来，在游玩间歇
享受咖啡的香醇、体验木雕技艺……

在保护发展古村落的基础上，同仁
同步推进城北新区、轻工业园区、高铁新
区等布局建设，随着西（宁）成（都）高铁
的建设等交通网络的构建，同仁将成为
连接青海南部与西南地区的节点城市，
更好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战略。

老街不老，古城常新。同仁市将新文
化、新理念、新思想不断融入城市发展之
中，让各个民族同频共振、奏响和声，让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永远
成为古城自信从容的文化底色。

（新华社黄豁顾玲柳泽兴）

同心同德润高原
——解码“金色谷地”同仁的文化自信样本

全国超72%的村卫生室
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徐鹏航 彭韵佳）记者26日从国
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2024年4月，全国正常营业的村卫生室有58
万家，超72%的村卫生室已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10万家纳入
医保单独定点范围，32万家采取“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通过乡镇
卫生院实现医保报销。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村卫生室是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对不
断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需求，提高常见病、多发病就
医购药可及性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确保2024
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有多个村卫生室
的行政村至少保障1个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确保医保服务

“村村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抓好医保综合帮扶政策
落实，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
和脱贫人口参保工作。

陕西西安市高新区东大街道
夏日纳凉晚会让群众享文化盛宴

本报讯（西文）8月21日晚，由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东大街道综
合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东大街道温泉路社区主办的“艺韵飞
扬 活力东大”夏日纳凉晚会在西庄村广场举行，让千余名群众享受
了一场文化盛宴。

晚会在《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锣鼓表演中开幕，《蒸蒸日上》《喜
事连连》《祝福祖国》等精彩节目让人目不暇接。表演者们用他们的
热情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现场笑声不断，掌声如潮，整个晚会洋溢着
欢乐与活力。

本次纳凉晚会连续举办两晚，不仅为辖区群众搭建了展示自我
的舞台，更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家门口”的“文化大餐”真
正把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落到实处。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投入使用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杨湛菲）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
悉，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期完成全
部编审程序，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
用，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2022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修订工作。
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共200余人，包括来自高校、研
究机构、教研部门、中小学校的思政专家、学科专家、课程专家、教研
员和教师等。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教材修订加强整体设计，
系统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要求，丰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加强国家
安全教育、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相关重大主
题的学习，选材更加丰富，编排更加科学，育人导向更加鲜明。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教材修订过程中，教育部组织18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50多所学校、2000多名教师、10
万多名学生开展试教试用，组织500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进
行精细审读，全面检验教材的适宜性。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严格的
初审、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全面把好政
治关、科学关和适宜关。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教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家级示
范培训，各地8月底前完成授课教师全员培训。同时，将持续开展教
材使用监测，及时了解教材使用情况，充分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提高
教材质量。

连日来，安徽省含山
县多家培训机构举办专场
文艺汇演，集中展示孩子
们暑假以来才艺学习的丰
硕成果，给家长和现场观
众带来了一场视觉文化盛
宴。图为8月23日，含山县
云上之舞艺术学校的学生
在表演节目。

欧宗涛 摄

（上接A1版）
说彝语、着彝服的“中国好人”的莫鸽鸽是乐山市“鸽鸽讲堂”宣讲队创始

人，奔走在乡间街坊和田间地头。在长期的宣讲中，她总结出如果只讲理论、
不结合实际，只讲“普通话”、不讲“地方话”，就会让听众“人在心不在”。于是，
她以“彝汉双语”“脱口秀”等形式开展宣讲，让老百姓听得明白。如今，网友们
在网络上就能看到她的宣讲视频，听到她绘声绘色的彝汉双语宣讲。

…………
一个个闪耀的名字，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如同阳光温暖着人心，如同明

灯引领着社会风尚。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精神文明建设战
线的先进典型，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网友展示了
真善美的力量，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

共建共享打造网络文明家园

2023年12月28日，由中共四川省委网信办、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主办的四川省网络文明建设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活动在成都举行，分
享展示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的经验做法和通过网络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
践。在活动现场，四川省“1+5+N”联动辟谣机制正式建立，旨在弘扬正能
量、全面压缩网络谣言生存空间，形成一体联动、一键推送、一网打尽的工
作格局，共建网络文明精神家园，为现代化四川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今年7月26日下午，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四川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主办的“e路川行·文明有我”2024年四川省网络文明主题实践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中，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宣教和三苏文化研究传
播工作的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徐丽等20名先进典型被聘
任为四川网络文明传播大使。四川文明网现场发起四川省网络文明主题
实践活动——网络文明“云”传递，邀请网友共同发现文明之美，分享美好
生活。启动仪式结束后，全省各地还纷纷开展“e路川行·文明有我”2024年
网络文明主题实践活动。

8月28日至29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成都举办。大会以“弘扬时
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1场分论坛和“让科技
之光点亮网络文明”网络互动引导活动。这是中国网络文明大会首次进入中西
部，将对四川省网络文明建设起到极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四川省精神

文明建设战线一直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向网上延伸，不断强化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
生态治理、文明创建，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律更加高昂。越来越
多的巴蜀儿女成为网络文明的传播者、实践者、守护者，精神文明建设的网络
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幅欣欣向荣的文明画卷在网络空间铺陈开来，
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新风尚、新格局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