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运动会历史上首支
火炬“竹梦”亮相成都
当日，2025年第12届世界运动会火炬发布活动

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举行。成都世运会火炬取名“竹
梦”意为“逐梦”，呼应火炬传递口号“牵手世运，点燃
梦想”。成都世运会将于2025年8月7日正式召开。

新华社发

▶这是2月27日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拍摄的世
界运动会历史上首支火炬“竹梦”。

▼2月27日，2024年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项目
集体全能金牌得主黄张嘉洋（左）在发布活动上展示
世界运动会历史上首支火炬“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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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2月26日电（记者杨思琪
姜思妮）历经68天的璀璨，走过一整个冰雪季
的浪漫，在眷恋与不舍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
月26日与游客告别。

白天晶莹剔透、壮阔恢弘，夜晚五彩斑斓、

流转生辉，整个园区美轮美奂。每天下午四五
点，是游客入园的高峰期，也是一天中最美的
时刻，既能捕捉夕阳下冰的质感，又能见证灯
光点亮的梦幻瞬间。

“这光线柔和，再多拍一张！”闭园前，哈尔

滨市民岳艳丽带着女儿前来拍照，跟拍摄影
师教她们摆姿势、找角度。她说，前段时间外
地游客多，本地人“踩着尾巴”错峰出游。

与往届不同，亚冬会元素成为本届园区
的最大特色。恰逢哈尔滨承办这一亚洲冬季
运动盛会，园区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
题，占据“C位”的主塔形似亚奥理事会会徽，
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地标以冰建再现，亚冬圣
火曾在这里熊熊点燃。

“再和火炬合个影！”哈尔滨“90后”市民
何东哲和朋友来到火炬塔前，留下限定版照
片。在他看来，从哈尔滨到“尔滨”，再到“国际
滨”，名字之变映射着城市能级和美誉度的提
升，为家乡发自内心地高兴。

从横空出世，到成为火爆社交媒体的冬季
“顶流”目的地……这座冰雪乐园已不仅是旅
游景区，更承载着深厚的冰雪文化，见证着“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这个冬天，园区里 1900多场演出精彩不
断，超级冰滑梯增加至 24条，暖棚、卫生间数
量增多，志愿者随时指引，多语种服务迎接来
自各地的游客。“哈尔滨不是简单的‘讨好型市
格’，而是把游客当成家人一般。”一名南方游
客这样留言。

“这里虽冷，但是很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冰雪景观，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来自南非的

“00后”杰德·布雷罗不住地赞叹。
晚 5时，夜色慢慢笼罩大地，闭幕晚会在

园区梦想大舞台上演。没有明星加持，没有大
咖助阵，讲解员、保洁员、执法人员、电力工人

……一个个建造者、守护者从幕后走到台前。
“我是一名普通的讲解员，每当冬季来临，

我们化身冰雪大世界的引路人。”讲解员张丽
鑫说，每当看到游客眼中闪烁着惊叹的目光，
自己就想一直站在这里、一直讲下去。

“我是哈尔滨新区综合执法总队的一员，
巡逻一天走 3万多步，是对每一位游客的呵
护。”执法人员李鑫的话铿锵有力，诚意满满。

“我来自哈尔滨市第五医院，一直在大家看
不到的地方。有人磕碰、冻伤，我才会出现。”医
护人员那辉说，他们不忙，是对大家最好的祝
愿。

从建设初期的匠心独运，到游客们的欢声
笑语，再到亚冬会上的荣耀绽放……在这个颇
具仪式感的告别时刻，冰雪奇迹背后的点滴温
情令人动容。

山东淄博游客牛茂凯特意赶来参加闭幕
晚会。“冰雪大世界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冰雕艺
术，更是数万游客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
一起欢呼、合唱，这种炽热让人向往！”他说。

作为梦想大舞台的常驻主持人，“左右哥”
姜可东已和冰雪大世界走过13个年头。分别、
欢聚、再分别、再欢聚……在他看来，随时间流
转，这种“季节性的约定”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情
怀。

“很多人问我，冰雪大世界哪届冰灯最好
看、哪场演出最精彩？我的回答永远是‘下一届’

‘下一场’。”姜可东说。
再见，冰雪大世界！
再会，冰雪暖人间！

下 届 再 见 ， 冰 雪 大 世 界

▲2月26日，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抽冰尜。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新学期伊
始，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体育八条”），着重解决运动时长不
足、体育“阴阳课表”等问题，让校园体
育充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确保孩
子们“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近年来，青少年“小眼镜”“小胖墩”
“小豆芽”“小焦虑”等问题备受关注，校
园体育作为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
是体教融合改革的主阵地。从去年秋季
学期的课间延长 5分钟，到本学期明确
中小学体育课要“量质齐升”，北京在保
障校园体育活动等方面持续发力，但学
习时间是否被挤占、课程如何设置、校
园安全责任如何认定等问题仍是社会
关注焦点。

杜绝“阴阳课表”

体育“阴阳课表”是部分学校为了
应付检查，表面上安排了体育课，实际
却被其他课程，尤其是所谓的“主课”替
代，以希望通过增加教学时间换得升学
率的提高。长期以来，体育老师时不时

“生病”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其中，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
高中生为80.5%。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面临超重和肥胖问题，校园体育
亟需担起更重要的健康育人职能。

“体育八条”明确要求小学和初中
每天1节体育课，高中每周3至5节体育
课，同时也要切实做好体育课的运动负
荷监测，杜绝“说教课”和“不出汗”的体
育课，防止教学内容碎片化、随意性。

“文化课学习更看重效率，不能一
味追求时长。”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
员、特级教师王玉中表示，体育课时的
合理增加，压缩部分文化课时长，反而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刘
忠毅认为，无论是将课间10分钟优化为课间15分钟，还
是“每天一节体育课”，针对校园体育的改革能反映出教
育理念的深刻变革，即从“分数至上”要尽快转变为“健
康第一”。

打上“班级联赛”

在项目安排上，“体育八条”将“三大球”列为重点之
一，要求小学、初中将“三大球”至少一项纳入体育课必
修内容，高中要开设“三大球”模块教学，广泛开展班级
联赛。

多年来，振兴“三大球”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
盼，青少年代表着未来。2024年 11月，国家体育总局和
教育部联合推出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湖
南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广普及“三大球”运动，让更多青
少年喜爱并参与其中，同时调动各地抓青训的积极性，
形成振兴发展合力。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体育部主任张凯表示，
“三大球”班级联赛应具有一定的对抗性、观赏性和趣味
性。在集体荣誉感驱动下，小球员们会主动组队训练，班
级同学自发组建啦啦队、设计队徽，有利于营造全员参
与的校园体育文化。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校园体育改革中
的“三大球”纳入教学、开展班级联赛等内容，也是为了
让孩子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增强团队精神和抗挫能
力。

除了“三大球”，“体育八条”也要求学校充分利用大
课间和课后服务，组织学生开展跳绳、踢毽、跳竹竿等传
统体育项目和飞盘等新兴运动，轮换活动不少于 10项，
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融入学生的校园生活。

厘清“安全责任”

截至目前，北京、广东、云南等地已出台文件，让“每
天一节体育课”逐渐成为中小学的标配。新举措落地值
得期待之外，安全问题仍然是校园体育活动的重中之
重，家校社三方还需协同发力，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成
长环境。

一线教育工作者反映，校园体育活动中的安全管理
仍是核心痛点。伴随体育课强度与频次的提升，学生意
外伤害风险同步增加，有学校担心动辄因学生受伤背上
诉讼，并面临问责。

“体育八条”指出，学校要选优配齐体育教师，编制
不足的学校可聘用“银龄”教师和编外兼职体育教师，比
如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为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指导，也能
够提供安全保障。

受访专家建议，在强化校园安全保障措施、做好安
全教育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厘清校园安全责任边界，明
确相关司法裁判标准，让保护未成年人和维护学校正常
秩序相统一。此外，学校可以向家长公布校园体育活动
安排，进一步畅通双方的沟通渠道。

针对部分学校面临空间狭小、运动场地不足的现实
困境。王玉中等受访者认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探
索利用天台、楼道、墙壁等校内空间，打造空中足球场、
室内攀岩墙等微型运动场地，也支持学校与社区、公园
等社会体育场馆签订协议，建立共享机制。

（记者乌梦达 李春宇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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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学生在打篮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守护“罕见”的
希望，各方力量蓄积，爱叩响“生命之门”！2月
2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国际罕见病日。

前不久，全国首个罕见病领域人工智能
（AI）大模型“协和·太初”，已面向患者开放测
试初诊咨询和预约功能，罕见病患者的平均
确诊时间将被进一步缩短。科技赋能中国罕
见病防治领域正取得新突破。

从“人等药”到“药等人”、从成立中国罕
见病联盟到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联合多
家医院推出关爱项目……中国多部门携手社
会各界正加速编织罕见病防治保障的“生命
守护网”，用持续关怀传递“疾病无法冰封希
望”的力量。

——力量更强了，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
网医院达419家。

每周四中午，北京协和医院罕见病会诊
中心，来自不同学科的顶尖专家和全国多家
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院的医生们，共同为一
个病例提供诊治方案。

“面对罕见病挑战，需要集结更多医疗力
量，通过多学科协作，不断提升诊疗水平，让
患者有希望、有奔头、有依托。”中华医学会罕
见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
扬说，共同推动罕见病诊疗事业向前发展，还

要倡导更多“新鲜力量”加入这场生命接力。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遴选324家医院

组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短短几年间，协
作网医院总数已达419家。

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对生命关怀的深化。
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唯一的国家

级牵头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编写罕见病
诊疗指南，开创罕见病多学科“一站式”诊疗
模式，成立罕见病医学科和国内首个整建制
罕见病医学科病房，并通过培训交流，持续增
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整体实力。

——目录更全了，两批国家级罕见病目
录共收录207种病种。

在北京儿童医院，崔女士正紧张地等待
着医生的诊断。她的孩子星星自幼患有一种
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她四处求医却屡屡碰壁。
在国家公布两批罕见病目录后，漫长而艰辛
的求医确诊之路暂时画上了阶段性句点。

“以前四处奔波，却不知道孩子到底得的
什么病、该怎么治。现在有了罕见病目录，终
于找到了方向。”崔女士眼中闪着泪光。

每一个罕见病患者不是医学符号，而是
有血有肉的生命。

2018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
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收录 121种罕见

病；2023年9月，国家再次公布《第二批罕见病
目录》，新增86种罕见病。至此，两批目录共收
录207种罕见病。

“这不仅仅是一份疾病清单，更是国家对
人民健康承诺的兑现、对罕见病患者深情关
怀的见证。”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
康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被知悉，超级罕
见病患者的“生命孤岛”也将会被逐渐打破。

为摸清我国罕见病“家底”，国家卫生健
康委委托北京协和医院开发中国罕见病诊疗
服务信息系统，目前已登记 147.8万条病例信
息，逐步绘制出我国罕见病疾病地图。

——药品更多了，超90种罕见病用药进
医保。

今年年初，肾上腺皮质癌患者刘女士手
捧一盒药，向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
玉石深深致谢，这是罕见病治疗新药米托坦
在中国内地开出的首张处方。

米托坦于1月7日正式上市销售，仅48小
时后便紧急送达北京协和医院，为无法进行
手术的肾上腺皮质癌患者带来生机。该疾病
罕见且凶险，发病率极低，五年生存率不足三
成，米托坦作为其唯一获批治疗药物，被誉为

“生命之光”。
用药保障的每一次破冰，都是对生命的

深情告白，更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以拓展性同情用药方式解决阵发性睡眠

性血红蛋白尿症患者的断药困境，开出难治
性癫痫药物氯巴占的国内首张处方……近年
来，北京协和医院在患者用药领域先行先试，
持续为爱呐喊，让希望的光芒不断照进“生命
的角落”。

罕见病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也
在持续提升。

2025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中，新增13种罕见病用药。近年
来，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戈谢病、重症肌
无力等罕见病治疗用药相继被纳入目录……
目前，已有 90余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加快罕见病用药
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持
续优化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制度，今年1月两款
国产罕见病特医食品获得产品注册……这一
切，都是国家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
位置的生动体现。

涓涓细流，汇成大爱。
罕见病不只是医学难题，更是衡量社会

文明温度的标尺。我们期待，更多力量集结起
来，让“罕见”成为被温柔以待的“平常”。

爱叩响“生命之门”！中国罕见病防治迈出一大步
新华社记者李恒、徐鹏航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嫦娥六号月
背样品又有新发现！

由国家航天局组织的联合研究团队
通过研究嫦娥六号月背样品中的玄武
岩，验证了全月尺度月球岩浆洋假说，并
提出形成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巨大
撞击可能改造了该区域的早期月幔，为
探索月球起源和演化提供了关键科学依
据。

相关论文2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上发表。该期刊审稿人评价：“该手稿报道
了来自嫦娥六号样品的一些首批科学数
据，这些来自月背的样品非常重要且有趣。
样品的极端新颖性及其对我们认识月球的
影响，使这些成果值得发表。”

打破僵局！月球岩浆洋假说第一次有
了“背面”证据——

论文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车晓超介
绍，月球岩浆洋假说最早提出于1970年，是
月球起源与演化的一个重要假说。

该假说提出，月球形成之初，曾呈现为
全月范围的岩浆海洋。随着岩浆洋冷却结
晶，较轻的矿物上浮形成月壳，较重的矿物
下沉形成月幔，残余熔体形成月壳和月幔
间的克里普物质层。

以往对月球正面样品的研究支持这一
假说，而后期基于月球陨石、遥感观测等的
研究发现，月球背面和正面的演化不完全
一致，月球岩浆洋假说受到质疑。

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带回的首份月背样品，终于打破僵局。

拨开迷雾！来自月背的玄武岩成为突破关
键——

“玄武岩是月幔岩浆上涌并喷发到月表冷
却形成的，能够为研究月球岩浆演化提供直接
证据。”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研究员龙涛说。

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背样品进行分析
发现，月球背面也存在克里普物质层，且月球
背面和正面的样品中玄武岩成分相似，表明月
球形成初期应存在全月尺度的岩浆洋。

此外，同位素定年结果显示，本次研究样品
中玄武岩的主体形成年龄为28.23亿年，为月球
背面晚期火山活动提供关键年代学证据。

巨大撞击！或许导致月球正面和背面的
“不同表情”——

对月背玄武岩中铅同位素的研究还揭示，
月球的正面和背面在岩浆洋结晶后的演化过
程存在差异。而大型撞击会使月球铅同位素组
成产生变化，研究团队由此判断，形成月背南
极-艾特肯盆地的巨大撞击，可能改造了该区
域月幔的物理化学性质，导致如今月球正面和
背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下一步，研究团队还将开展月球与太阳系
早期撞击事件和月球深部物质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离子探针中心
名誉主任刘敦一说，关于月球起源，有一种假说
称，月球是早期地球受到行星尺度撞击后分离的
碎块凝聚形成，没有经历过板块运动、风化等改
造，能记录自其形成以来的完整演化历史。相关
研究可以为月球、地球甚至太阳系的早期演化的
研究提供线索，为世界带来更多新知。

嫦娥六号月背样品又有新发现！
为验证月球岩浆洋假说补上月背“拼图”

新华社记者温竞华、刘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