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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万里山河更加多姿多彩
（上接一版）

现在陈猛还有个新身份——穿梭在秦岭山
间的“民间林长”，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村里村
外走走看看，“这片风景来之不易，守护好它是我
们的责任。”

“理念之变”，在秦岭深处，也在更广阔的山
水间。

清晨5点，山东龙口滨海度假区小河口村党
支部书记王衍军就骑上电动车出门了。

“每早必做的事，就是看看村里哪里不干净，
海边哪里有垃圾。”王衍军说。

小河口村距离海边仅有1公里。“我们背靠
渤海，有圆弧形海岸，但过去很少有人去海边
玩。”王衍军说，当时海滩、防风林内垃圾遍地，严
重影响海边环境。

村民习惯将生活污水直排屋外，混合着垃圾
的污水还会流入村里的河道。“一到雨季，河中污
水被上游来水冲进海里，加剧了对大海的污染。”
王衍军回忆。

虽然小河口村过去每年都会集中清理垃圾，
却始终治标不治本。

痛定思痛，2021年起，滨海度假区管委会对
小河口村生活污水处理进行系统改造，每家每户
的排水管道都融入污水管网，生活污水流入集中
收集罐，定期抽运至污水处理厂。

村内的垃圾则采取定点投放，每天都有垃圾
清运车清运并统一处理。王衍军与十余名保洁
员一起，每天对海岸沿线环境进行巡查，发现垃
圾，及时清理。

“村里干净整洁，沙滩洁白如雪，吸引了不少
游客观光，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也成群‘来访’，
我们村的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王衍军说。

从“绿一代”“光一代”看“发展之变”

一边，生产线上火红的钢坯正被轧制成钢
材，另一边，水清见底的池塘中鱼儿游得正欢，这
确定是钢铁厂的生产车间？

“这是我们减污降碳的创新之一。”天津荣程
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境技术员王国明
自豪地说。这位钢铁集团的“绿一代”，10年间
见证了这家传统钢铁企业的蝶变。

印象中的钢铁行业，企业车间总是“黑脏
乱”，烟尘滚滚与灼热高温，伴随着生产的过
程。

天津作为国家首批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省市之一，从2013年开始，对重点企业实施碳排
放配额管理，荣程成为天津市第一批试点纳入企
业。多年来，荣程建设配套节能环保设施累计投
资超55亿元。

两年前，企业完成了工业废水回用零排放项
目，生产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利用，车间的鱼
池就是验证污水处理水质的最好证明。“午休时
我们常聚在池边看鱼儿游弋，有的工友还特爱侍
弄一旁的花草。”王国明笑着说。

节能减排的行动不止于此。
“集团‘见缝插针’在车间屋顶、600亩污水

处理厂水面铺设了光伏板。”行走厂区中，王国明
指着一片片光伏板介绍，车间屋顶光伏板每天的
发电都用于生产。

“过去，我们是碳排放‘大户’，如今，却能够
通过交易富余的碳配额获益，今年就收益800多
万元。”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柴

树满说。
2000多公里外，“光一代”也在感受“发展之

变”。
“10年前，我大学毕业到油田时，充满了希

冀和忧虑。”玉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项目管理科
副科长胡龙说。

玉门油田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但历经
80多年开发建设，剩余可开采量日益减少，资源
品位下滑，面临严峻挑战。

“油三代”胡龙原先所在的水电厂，使用小型
燃煤机组，单机容量小、能耗高，随着石油储量下
滑，转型迫在眉睫。

2020年，甘肃开启新一轮新能源产业发展
热潮。

玉门油田所在的河西地区风、光资源富集，
戈壁面积广袤，发展新能源条件得天独厚。乘
着政策东风，油田调转“船头”，驶向新能源“蓝
海”。

当年，玉门油田制定第一个新能源业务发展
规划，组建新能源事业部。学电气自动化的胡龙
开始专事新能源业务。

那年9月，玉门油田老君庙太阳能综合利用
示范项目开工，“转型”关口，设计、施工等各方人
员铆足劲头，克服种种困难，试点项目仅建设两
个月便投入运营。

“项目实际年发电量大大超预期，运行近3
年来效果良好。”胡龙说。

2021年，玉门油田2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在大戈壁破土动工，年底并网成功，成为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首个成规模集中式并网发电
示范工程，打破了中国石油对外供应清洁电力零
的突破。

如今，玉门油田清洁电力装机规模达50万
千瓦以上，年均对外供应新能源电力达10亿千
瓦时，相当于节约21万吨标油。

“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
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如今的“光一
代”胡龙说，老油田的新能源事业还在路上，转型
跨越仍在继续。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向世界展现
新时代中国万千气象
（上接一版）

“不可思议。”法国射箭运动员维
克托用这个词来描述成都大运会。“这
里的科技感、周到的服务以及热情的
观众都太棒了。这是我极其重要的一
次赛事经验。”

绿色科技为大运会保驾护航，彰
显自主创新的无限活力，体现成都贯
彻绿色办赛理念的决心和信心。

科技背后，是一座城市创新活力的
具体展现。今年上半年，成都新增国家
级创新平台6家（总数145家）、国家级
孵化载体2家（总数76家），入库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5798家，同比增长14%；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1958件，同比
增长27.9%；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81.36
亿元，同比增长42.8%。

这也是奔涌的经济活力。
大运会的成功举办，将有力助推

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都大运会已
结束，所有的体育场馆，除可供市民使
用外，还可再次利用，举办专业赛事、
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不仅能带来更多
经济效益，还能丰富成都市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大运会还吸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成都游玩，进一步
带动成都的餐饮、住宿、交通等产业发
展，有力拉动旅游经济。

大运会的举办，有力刺激成都的
体育消费市场。数据显示，近3年来，
成都累计签约重大体育产业项目115
个，签约金额超过870亿元。2022年，
成都体育产业总产值达1005亿元。

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热度，也投射
到人的身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展现出生机勃勃、快速发展、干劲十足
的精气神。成都大运会期间，这份精
气神透过2万名赛会志愿者、1.1万名
城市志愿者直观展现。

以赛谋城
浇灌城市的幸福生活

在成都街头走走看看，可以找到

成都人的幸福感来自哪儿——一边享
受奋斗的成就感，一边享受城市的安
逸生活。

成都大运会期间，运动员们纷纷
开启成都Citywalk模式。他们有的

“无障碍”地与热情的成都串串店老板
沟通，有的毫无违和感地融入广场舞
队伍中，有的相约到人民公园茶舍喝
盖碗茶……不少网友感叹：“一看就是
出门做了攻略的，本土烟火气一整个
拿捏住。”

以特有的烟火气不断增强成都对
全球游客的吸引力，尤其是持续增强
对境内外年轻人群体的吸引力和黏
性，是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根”与“魂”，更是软实力所在。
成都人的幸福还来自随处可见

的公园、绿道。东安湖畔，山峦如黛，
一湖碧水倒映着的一场三馆，与远处
的龙泉山交相辉映。将体育设施与
公园有机相融，这样的地方在成都还
有很多：凤凰山体育公园等成都大运
场馆所在地，环城生态公园、锦江公
园等市民爱逛的公园，也有体育设施
有机融入。

截至目前，成都已累计建成各级
绿道6500余公里，植入文旅体及科技
设施3500余个，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达 95.88%。5年来，新建各类公园
110个、新增公园面积2.4万亩。

成都大运会公园文化活动，吸引
不少外国运动员前来“打卡”。他们在
草地上听音乐、看表演，沉浸于公园城
市的美好生活中。一位运动员表示：

“成都大运会不只在体育馆里，我们还
在公园文化活动中，感受到了鲜活生
动的体育气息。”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安逸成
都的背后，是奋进汗水的浇灌。本届
大运会也如此，在因故被延期2次的
情况下，成都不畏困难、迎难而上、奋
力前行，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原载于2023年8月12日《四川
日报》第1版）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吴晓颖

成都大运会8日落下帷幕。在《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意见》（简称“《意见》”）发布近3年之
际，主场作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们，
用他们的优异成绩展现了体教融合的
阶段性成果，公众对体教融合的认知逐
渐深入，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及
体教融合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依
然任重道远。

学生运动员和运动员学生
交相辉映

在高校体育界，人们往往把在普通
学校成长起来、主要用业余时间参与训
练的高水平运动员称为学生运动员，而
把那些取得了出色的竞技成绩之后到
高校就读的现役或退役运动员称为运
动员学生。在成都大运会上，在体教融
合的背景下同时存在的这两类运动员
交相辉映，为中国代表团取得佳绩立下
功劳。

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
代表团旗手的男排运动员胡朕卓，是学
生运动员的典型代表。先后在北京景
山学校、清华大学就读的他，坚持学习、
打球两条腿走路，在兼顾本科学业的同
时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男排的训练
和比赛。

在成都大运会的女篮、田径等项目
上，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表现
出色。夺得女篮金牌的中国队以北师
大女篮为班底组建，刘禹彤、唐子婷、李
双菲、苏源圆等都是北师大、清华大学
等高校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

在大运会上夺得女子万米金牌的
夏雨雨、男子三级跳远铜牌的黄华锋，
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自主
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前者在中学时期
就从贵州被清华大学田径队的曹振水
教授相中，到北京先后就读于清华附中
和清华大学。后者的成长则得益于华
中科技大学田径队总教练余长青，这位
高校教练还曾培养过深圳大运会男子
跳远冠军苏雄锋。

另一方面，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运
动队的运动员学生，则是在大运会上为
中国代表团争金夺银的主力军。以上
海交通大学为例，该校的李冰洁、柳雅
欣、周恺为中国队的游泳和乒乓球金牌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游泳、跳水、射击
等项目上，争金夺银的中国运动员有很
多是现役国家队主力。

上海交大体育部主任王坤表示，学
校一直非常重视运动员学生文化学习
和专业训练协调发展，为他们设计个性
化定制的培养方案，在不降低文化课标
准的前提下，通过送教上门、线上线下相
结合等方式，为他们安排课程。比如，对
在美国打球的女篮队员韩旭，采用的就
是线上授课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当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运动员学生姚
明、刘国梁和张军，后来分别成为中国篮
协、中国乒协和中国羽协的主席。

据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介绍，
在田径项目上，经过多年努力，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可
以自主培养出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最
好的成绩是在大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
上取得金牌。但是，受生源、教练、经费
保障、参赛机会等条件所限，高校自主
培养的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数量还比较
少，也还没能在奥运会这样的世界大赛
中取得重大突破。

招生新政之下，高校调整高
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

2021年9月，《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发
布，新政对考生的运动技术水平和文化
成绩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还限定和引导
有体育专长的考生就读体育学类专业，
相关要求将于2024年开始实施。北京
某高校体育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参
照新的文化课要求，过去十几年里该校
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中只有寥寥几人
能够达标。这也意味着，新政实施之
后，很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可能招不
来人。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不少高
校调整了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方式，积
极适应新政带来的变化。

清华大学是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上最具代表性的国内高校之一，在田
径、射击和篮球项目上都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为了适应《指导意见》提出的新
要求，清华大学已申请开设体育教育专
业并且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

据刘波介绍，原来清华大学的高水
平运动员主要在经管学院的工商管理
专业就读，今后会放在体育教育专业，
这是为适应招生新政所做的调整，而招
生的体育项目和规模基本会和以前保
持一致。

根据教育部网站2022年8月发布
的《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申报材料公示》，在这一年就有30多所
新增院校申请招收运动训练和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其中包括上海交通
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
名院校。运动训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的招生俗称“体育单招”，对考
生文化成绩的要求比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要低不少。

王坤表示，上海交大是国内最早
开展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工作
的院校之一。新政出台之后，学校领
导非常重视，支持开设运动训练专业，
计划从2024年开始招生。在招生的
体育项目方面，将继续保留篮球、乒乓
球、游泳等交大的传统强项，另外还打
算在射击和一些冰上项目做一些尝
试。上海交大原来的高水平运动员主
要在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媒体与传
播学院等就读，改为运动训练专业之
后，会通过选修课的方式把原有的一
些优质课程吸收进来，同时新增与体
育教育、体育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以
人为本，助推学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向勇告诉
记者，以前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队员学习
的多是大文科类诸如管理、经济、文新
等非体育专业，但是学训矛盾比较突
出。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完成文化课学
习非常吃力，全身心投入学习之后可能
体育特长就“报废”了。也有些高水平
运动员文化基础相对较差，有些科目过
不了，拖了四五年之后还被迫退学。改
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后，可以更好地
把专项训练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四
川大学还和四川省体育局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在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方面
达成了共识。由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转
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后，四川大学也
会对招生的体育项目进行适度调整，在
保留女排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计划
发展在高校中关注度高、深受学生喜爱
的篮球项目。对于原有的田径、网球等
个人项目，会将发展策略由“大而全”转
为“少而精”，控制总体招生规模。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原来具有举办
高水平运动队资格的高校选择停止招
生，并暂时不打算开办运动训练专业，
其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

理念深入人心实践任重道远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认
为，《意见》发布近3年来，最大的成果
是体教融合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全社会对体育的育人功能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
子学习和掌握一两项体育技能。今年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在
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
除此之外，国家层面出台的与《意见》
配套的政策还不多。不过，各省、市、
地方纷纷根据《意见》制定了执行方
案，在体育特长生招生、一条龙升学方
面做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尝试。
在赛事融合方面，中国青少年足球联
赛的推出闯出了一条新路，未来的方
向应该是教育部门抓普及、体育部门
抓训练和提高，形成体教融合培养高
水平运动员的良好体系。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表示，
前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内大学生
运动员训练、参赛受到了一些影响。
尽管如此，在成都大运会上，还是能够
看到高校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自主培
养的学生运动员越来越多，在部分项
目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过，总
体而言，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
员、运动队还不成规模、不成体系。像
男篮这样的队伍虽然主要由在校大学
生组成，但在实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指导意见》指出，
要选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具
有较高体育竞技水平的学生，为奥运
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
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提供人才支撑。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
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依然任重
道远。

钟秉枢认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
应该考虑建设大学生运动员的荣誉体
系和奖励机制，比如可以像有些国家那
样以体育奖学金的形式奖励取得佳绩
的大学生运动员，进一步激励他们为国
争光。钟秉枢表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招生新政所倡导的提高大学生运动员
的运动技术水平和文化成绩的要求指
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
中应考虑客观实际，在运动技术考试上
给高校留有一定的自主权。

向勇认为，无论是以前通过高水平
运动队招生，还是现在通过运动训练专
业招生，都是在体教融合发展实践中的
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大学也在学
习和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的经验，寻找
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既要把学生
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搞上去，也要符合高
校培养人才的标准。

（新华社）

理念深入人心 实践任重道远
——从成都大运会看体教融合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雷倢）8月11日上午，送走最后一
批代表团后，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运动员村正式闭村。

当日，成都大运村闭村活动在升
旗广场举行。工作人员、志愿者聚集
在这里，用歌声、拥抱和泪水，送别最
后一批“村民”。“欢迎再来成都。”在
《成都》《友谊地久天长》等歌声中，大
家依依惜别。

自7月22日开村以来，成都大运
村共接待前来参赛的110多个国家和
地区代表团成员近8000人。作为成
都大运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成都大

运村为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生活住
宿等24小时保障服务。

成都大运村闭村以后，成都大学
将立即开展“村转校”工作。预计9月
底，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这里将
通过预约方式向公众开放，可参观代
表团欢迎中心、代表团升旗广场、运动
员餐厅、运动员公寓的样板间等大运
村空间。同时，还将开放大运村医疗
中心，依托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向周边
市民提供诊疗服务。

（原载于2023年8月12日《四川
日报》第1版）

成都大运村正式闭村
预计9月底向公众开放

●自开村以来共接待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成
员近8000人

●成都大学将开展“村转校”工作，预计9月底通过预
约方式向公众开放

游客手捧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在杜甫草堂的红墙边留影 新华社发这是在成都大运会成都博物馆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内拍摄的“蓉宝”公仔（7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