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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记者 许东远 夏亮）在上海
杨浦殷行社区运动健康中
心，62 岁的岑雪芳前几日完
成了体质检测，兴奋地展示

“优秀”的“成绩单”，并向社
区运动健康师咨询新的健身
方案。“以前我有高血压，医
院给我开了运动处方，让我
到社区的运动健康中心进行
运动干预治疗，现在身体各
项指标都恢复了。”

目前，全国第六次国民
体质监测工作正在各地有序
展开。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
基础性、法定性制度，国民体
质监测工作自2000年开展以
来，每五年一次对国民体质
进行一次“大体检”。记者近
日走访多地发现，科学健身、

“体测与体检一样重要”、体
医融合等理念正逐步深入人
心。

健康有“术”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民身
体素质不断提高，国民体质
监测的核心指标也不断更新
完善。

本次监测内容涵盖身体
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三
大维度，同步采集运动习惯
与健康行为指标数据。功率

车、高抬腿、俯卧撑这些与身
体健康高度相关的运动指标
被纳入到新的标准之中，第
六次国民体质监测也是全面
使用新版标准后的第一次全
国范围内的体质监测。

上海市杨浦区市民王女
士经过了体脂率测试后，发
现自己离标准体质还有差
距。“以前觉得自己瘦，体脂
率应该没问题，但今天发现
自己的肌肉含量太低了，医
生建议我回去多做运动。”拿
到报告的王女士来到旁边的
练习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指
导她进行俯卧撑训练，“看着
挺简单，但做起来还是很有
学问”。

上海市体育科研所体质
研究与健康指导中心主任王
道说：“标准出来以后，老百
姓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
薄弱点。这也是监测的目的
所在，不仅让更多的人接受
体质监测，也让大家真正科
学地动起来。”

体医融合

近一年来，上海多家医
疗机构积极响应“体重管理
年”号召，开设“减重门诊”

“健康门诊”，社区医院也积
极参与到体重管理的布局

中，一张张专业的运动处方，
让“超重”人群有了严谨、具
体、专业的减肥方向。

“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从
202斤减到 174斤，整整减去
28斤。”家住上海的朱斌来到
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
体重管理门诊复诊。对于这
样的减肥效果，朱斌兴奋地
表示，“跟着运动处方锻炼，
体重减了是第一步，现在生
活方式也更健康了，减肥后
晚上睡得都比以前早。”

“朱斌刚来的时候，内脏
脂肪 205、BMI 指数 31.2、胰
岛素也超标……”朱斌的接
诊医师，方塔中医医院主任
医师吴国芳表示，“我们会给
每一位就医的患者，建立一
份健康档案，询问身体情况，
检查身体各项指标，给出一
套个性化的运动处方，通过
中西医结合治疗及运动、营
养管理等多元化方式，让患
者的体重得到有效控制。”

在上海杨浦区殷行社区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66 岁的
残障居民宋启传正在律动机
前进行锻炼，“只要不下雨，
我每天都要开着助力三轮到
这儿锻炼”。在宋启传看来，
这里不仅仅是锻炼的场所，
也是他主动融入社会、主动
健康的平台。

根据上海市体育局和上
海体育大学联合发布的统计
数据，截至2024年底，上海市
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74个，实现 16个区全覆盖。
其中 50.92%前往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得
到改善；35.04%的老年人肌
力水平得到提升；33.06%的
老年人身体平衡性得到增
强；血压、睡眠质量、精神面
貌等方面也都有提升。跟踪
研究显示：在 65岁以下群体
中，干预组居民的医保支出
平均下降 15.28%，减少 1193
元。在 65岁及以上人群中，
干预组居民的医保支出平均
下降10.6%，减少1590.90元。

体科融合

只要在手机上简单操
作，就能获得检测报告和个
性化锻炼建议。在体质监测
现场，智能体测仪可以快速
完成身高、体重、体脂率、柔
韧性等多项指标的测量，数
据实时加密上传至国家级体
质监测数据库，确保了信息
安全与准确性。

在上海市殷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运动干预门
诊”，通过精准测量成年人 17
项体质指标，生成体测报告

和科学健身建议。为了方便
市民，上海市还开发了微信
小程序“科学健身加油站”，
浙江省温州市则联动了“百
姓运动码”。市民还可以扫
码支付宝“悦体测”小程序，
查询个人电子报告。

在温州市梧田街道龙霞
社区，16 间沿街店铺变身成
为服务周边居民的“运动健
康堡垒”。作为温州首家“好
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这里每
天上演着科技与健康的碰
撞。“通过加装智能芯片，原
本缺乏智能化的健身设备，
也可以实现实时反馈健身数
据，相比直接更换设备，成本
大幅减少，外部加装也有利
于设备后续的智能化升级。”
浙江柯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徐海驿说。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相
关负责人表示，运动是实现
主动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希望通过体育部
门、医疗部门以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携手联动，共同将“体
卫融合”理念走深落实，努力
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从疾
病管理向健康管理转变，推
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

运动处方 体医融合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进行时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
句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体
现了东北人对二人转的喜爱程度。
闫学晶就是从这种浓厚艺术氛围中
成长起来的佼佼者。从乡村戏台到
春晚舞台，在她的身上深刻体现着
二人转演员独有的灵动与感染力。

闫学晶，国家一级演员，1972年
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云顶镇
的普通农民家庭，她自幼喜欢唱
歌。作为家中长女，闫学晶尽管从
小就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但她对
艺术的热爱从未被生活的琐碎磨
灭。15 岁那年，闫学晶凭借自己的
努力考入吉林省东辽县渭津镇农民
业余小剧团，后考入吉林省戏曲学
校地方戏科，学习二人转表演专
业。1994 年，闫学晶第一次出演评
剧《多彩的梦》，获“纪念成兆才诞辰
120周年评剧新剧目汇演”配角一等
奖，正式开启演艺生涯。1995 年在
校期间，参加总后勤部调演，二人转
《风雪巡诊》获表演一等奖；同年，获
优秀毕业生，分配到省武警部队文
工团，后调入吉林市评剧团。1998
年，她凭借二人转《胡知县断案》摘
取了吉林省第十四届二人转新剧目
推广会一等奖。1999 年，闫学晶主
演戏曲电视剧《三请樊梨花》。2000
年，参加吉林省第十五届二人转推
广会演出《皇亲梦》获表演一等奖，
被评为吉林省四大名旦之首；同年，
她表演的二人转《胡知县断案》被文
化部授予文华新剧目奖，她本人也
获得文华表演大奖。

2001 年，闫学晶首次登上央视
春晚舞台，与潘长江、黄晓娟合作演

出小品《三号楼长》。此后，闫学晶
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截至目前，
她先后六次荣登央视春晚舞台，与
冯巩、牛群等著名喜剧演员合作，表
演了《公交协奏曲》《打工幼儿园》等
脍炙人口的小品。

2001年，闫学晶参演电视剧《刘
老根》，在剧中饰演“山杏”一角。《刘
老根》播出后，“山杏”这个角色深受
观众喜爱，闫学晶由此正式从二人
转演员转型为影视演员。

在影视方面，闫学晶先后主演
了《女人当官》《小姨多鹤》《妯娌的
三国时代》等电视剧，塑造了一系列
深入人心的农村女性形象。2022年
至今，在多地的春晚舞台都能看到
闫学晶的精彩表演。2025 年，参加
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表演节目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时》。

多年来，闫学晶一直对家乡怀
着深厚的眷恋与热爱，始终心系家
乡的发展。每逢家乡举办重大活
动，闫学晶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022 年，闫学晶与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欢乐城市派》摄制组走进辽
源，以“宝藏辽源”为主题，宣传家乡
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家乡振兴
发展助力。2023 年，携手冯巩等知
名艺术家回到辽源，参加辽源市首

届电商节，直播宣传棉袜、卤蛋等辽
源特色产品，助力家乡电商产业发
展。2024 年，闫学晶多次参加家乡
举办的文艺演出活动并拍摄短视频
宣传家乡，主持“健康辽源·悦动盛
夏”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启动暨荣誉
市民颁授仪式，带来的歌曲《老家》
满满的家乡味，唱出无数游子的思
乡之情，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在现场，她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辽
源人，不管走多远，对家乡的牵挂、
祝福和责任都是不变的。每一次回
到辽源，发现家乡的变化特别大，作
为辽源人，特别兴奋和骄傲。”

2025年，闫学晶参加了“辽源且
儿上座”辽河源首届二人转文化艺
术周，被聘为 2025年辽河源首届二
人转文化艺术周推广大使。她说，
看到家乡文旅项目发展迅速，十分
欣慰，将尽其所能为家乡多作贡献。

回顾闫学晶的人生历程，从农
村的黑土地到央视春晚的大舞台，
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闫学晶用
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诠释了梦想的力
量。她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
用她的表演诠释着普通人的生活与
情感，书写着她不平凡的艺术人生。

（资料来源：东辽县委宣传部、
新华网、CCTV.com、中国吉林网、指
尖新闻沈阳晚报）

从黑土地走向大舞台的传奇人生——闫学晶

闫学晶

本报讯（记者 刘红娇）
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
市为推动传统文化作出的
扎实努力和创新实践，6 月
12日，市文联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辽源市扎实推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并答记
者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市文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
展的重要论述，积极响应市
委“文化强市”战略部署，
2023年以来，连续 3年以端
午节为契机，组织所属 22家
文艺家协会，精心组织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打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周”。3

年来，传统文化艺术周累计
推出 36场活动，覆盖非遗、
民俗、艺术、文学等多个领
域，形成“我们的节日”端午
赏传统习俗、全民共传承的
生动局面，以传统文化融入
城市肌理、浸润百姓生活，
用生动的文艺形式让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在辽源落地生根，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辽源高质量发展不竭的精
神动力。

今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艺术周”以“浓情端午
结同心、传承文化兴辽源”
为主题，全市 10余家文艺组
织联合社区及文旅项目精
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形成

全域联动、全域共享的文化
盛景。今年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周”累计吸引超
3 万人次参与，覆盖老、中、
青、少各年龄段，形成全民
共传承的良好氛围。

发布会上，市文联相关
发言人表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周”活动已经成
为辽源市民“家门口”的传
统文化盛宴，3 年累计吸引
超 10 万人次参与。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市文联将持续
开展好每一年度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艺术周”活动，
努力将其发展为辽源地域
文化名片，让传统文化成为
城市的温度、发展的底蕴、
生活的诗意，为辽源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久文艺动力。

我市召开《扎实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闻发布会

独具一格的合院式街区形
态、丰富的历史文化建筑和多元
的业态，共同塑造出传统与时尚
奇妙碰撞的“四合院商圈”……位
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中海大吉巷近
期开业，第一天就吸引 20 万客
流。

商业新地标不仅是城市形象
的名片，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引
擎。从四合院到老厂房，从石库
门里的首店到巴洛克街区的新
生，这些“打卡地”以创新空间形
态、多元消费场景串联起城市的
过去与未来，在传承与创新中勾
勒出城市商业新图景，激活城市
发展新动力。

引领首发经济，打造商业地
标

伊菲丹亚洲首家城堡店、
CELINE夏日限时漫游快闪店……
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张园原本是有
140多年历史的石库门建筑群，焕
新改造后，已经吸引了 30 多个国
内外品牌在这里开设首店，平均
每周就有 1.5场“全球上新”，日均
客流 3万人次。

从百年石库门到新品首发
地，上海正以“首发经济”定义消
费新玩法。“上海作为国内外品牌
首发、首秀、首展、首店的集聚高
地，首发经济不仅规模大，增长速
度也很快。”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
刘敏说，今年前 5个月，上海新增
首店 365家。

在北京，中海大吉巷首批入驻
的 150余家特色品牌中，超过半数为首店或
定制店，形成独特的商业吸引力；海淀大悦城
引入了 280多个品牌，其中首店近三成。在
成都，仅今年第一季度已落户首店 148家，开
展首展、首秀、首发等活动超 50场。在贵阳，
2024年建成投运的新印 1950 Discovery文化
创意街区等 7个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区，
引进各类首店248个。

从国际大牌的中国首店，到本土品牌的
创新首发，从打卡第一家门店，到欣赏第一
场秀……“首发经济”集聚资源、创新业态、
聚拢人气，为打造商业地标提供助力。

位于成都新南天地商圈的京东 MALL
四川首店，陆续举办多场新品发布会，打造
璀璨音乐生活节、萌宠派对等。“首发首店带
动客流量和销售额显著提升，‘五一’假期单
日客流超过 2万人次。”京东MALL成都新南
中心店店长池潇说。

如今，不少商业新地标正以“首店矩阵”
重构城市商业版图，以“首见、首购、首体
验”成功实现“破圈”，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
级。

创新消费场景，带动消费升级

红砖映老巷，霓虹舞新潮。位于贵阳市
云岩区的贵州新华印刷厂老厂区如今被称
为“新印 1950”，是人们竞相打卡的潮流新地
标，日均人流量 5000人次。

在一家奶茶店门口，露天座位上不少年
轻人悠闲地品尝奶茶。“这里有‘文化味’也
有‘烟火气’，每次来都很放松、很惬意。”市
民卢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在附近上班，她经
常约同事和朋友来这里喝茶聊天。

作为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参与这一项

目建设的彭俊倍感自豪。在他看
来，相对于一般商业街，这里保留
了老厂房的红砖墙、人字形屋顶
和旧式印刷机，将车间、仓库改造
为艺术展厅、文创市集，引入生活
潮牌、精品咖啡、异国料理等，这
种兼具工业遗迹和时尚快感的消
费场景实现了“新”与“旧”相互赋
能。

在杭州西湖之畔，湖滨商圈
把商业空间变成“科技试验田”。
消费者在线上体验“滨次元”的虚
拟换装、虚拟街区 Citywalk、AR
互动等；线下的“西子廊桥”空中
剧场，通过实景表演与虚拟影像
相结合，呈现白蛇、苏东坡等经典
IP，以及哪吒等文化热点，增强了
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

凭借独特的文化氛围，代表
年轻活力的潮流业态和关注非遗
传承的本土文化空间，中海大吉
巷在端午假期的销售额达 1200万
元，客流量超 50万人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许光建说，近年来，各地崛起
的商业新地标，通过创新业态组
合，将文化、商业、休闲等融合在
一起，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成
为优化消费供给、助力消费升级
的重要抓手。

赋能城市更新，推动“人、城、
产”融合

四合院，是老北京城市记忆的
载体。大吉巷片区较好地保存了
从明清到近代的历史建筑，特别是

鱼骨状街巷走向和院落格局，是宣南地区会
馆、名人、商业文化的集中承载地区之一。

“基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建集团
旗下大吉巷项目采用‘传统工艺+现代技术’
双轨并行的更新保护模式。”北京中海新城
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欣说，工匠们用老砖
旧瓦复原四合院，达到“修旧如旧”，地下空
间则被开发为商业体。

令人惊喜的是，在一系列巧妙的空间
“辗转腾挪”设计下，项目不仅实现商业价
值，同时还“挤”出 1.2 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
空间，并配备篮球场等体育设施。这不仅提
升环境品质，更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宝贵的
公共活动场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
孙澄说，城市更新的本质是让老空间焕发新
生命。当历史符号邂逅现代业态，当文化肌
理融入现代生活，商业新地标便成为连接时
空的桥梁。

在上海，从城中村蝶变重生的蟠龙天地
商业区将历史文脉和新功能同时植入古镇
空间肌理；在哈尔滨，位于道外区的中华巴
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曾是东北商业的“活化
石”，至今持续向新求变。

不管是极简风的创意书店，还是“95后”
打造的主题展览，无论是茶馆里的相声，还
是小剧场里的脱口秀，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
里打造新业态，让百年商街在“古今碰撞”中
呈现独特的消费吸引力。今年“五一”假期，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 64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50%。

“商业新地标正成为‘人、城、产’融合的
支点，在一个个鲜活的消费新场景中，城市
发展新动能更加澎湃。”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说。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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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非遗好传承 珠算文化润童心

龙山区开展珠算文化展示活动
本报记者 于芯 摄影报道

算珠清脆、珠韵悠扬，
绽放出“指尖上的智慧”。
作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中国珠算”，不仅
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数学
智慧，更凝聚着深厚的文化
基因。6月13日，以“多彩非
遗 美好传承”为主题的龙
山非遗月系列活动暨珠算
文化展示活动在市实验小
学举行，为师生们带来一场
沉浸式的传统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400 余名学
生齐声诵读珠算传承词，铿
锵有力的童声传递出对传
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
非遗技艺展演环节，孩子们
手持算盘，指尖在算珠间灵
动飞舞，依次进行初级直加

直减听珠算、1位数 10笔听
心算、3位数 10笔听心算等
精彩展示。算珠清脆的撞
击声，如同一曲独具东方韵
味的乐章。无论是优秀学
员展示中孩子们全神贯注
的神情，还是集体听心算时
凝神静听、心算并行的默
契，都生动诠释了珠算“手
脑并用、知行合一”的智慧
内核，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
到了这门古老技艺的独特
魅力。

学生刘沫辰说：“珠算
不仅培养了我的专注力，还
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动
手能力，我特别喜欢这项传
统文化。”

龙山区文化馆馆长、龙

山区非遗保护协会会长付
井媛说：“本次珠算文化展
示是龙山非遗月系列活动
的一项内容。活动通过沉
浸式体验与展示，不仅能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在实
践中让他们感悟珠算文化
的精髓，厚植文化自信的种
子，为非遗传承注入了蓬勃
的少年力量。”

“小算盘”开启珠算文
化“大传承”。据悉，龙山区
将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为契机，持续开展系列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推动文化传
承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
更多市民走近非遗、感受非
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报讯（记者 李兆楠）为积极响
应国家垃圾分类政策，日前，市垃圾分
类办组织富阳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保
护环境”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形
式提升居民环保意识，推动绿色生活
方式落地生根。

活动中，居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认真识别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
回答正确者即可获得一份小礼品，这
些礼品不仅实用，还时刻提醒着居民
践行环保理念。若回答错误，工作人
员则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相关垃圾分类
知识，让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加
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同时，富阳社
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知识展板区，详
细介绍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各类垃
圾的具体分类标准以及正确的投放方
式。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
传手册，并结合生活实例，深入浅出地
讲解垃圾分类的要点，让居民们更加
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和资
源回收利用的重要意义。

据富阳社区居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东竹介绍，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线下，组织了互
动游戏、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等活动，寓
教于乐，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
过居民微信群、社区公众号等平台，推
送垃圾分类知识、操作指南和活动成
果展示，扩大了宣传覆盖面。

通过此次活动，让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操作流程有了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促进市民环保意
识明显提升。接下来，市垃圾分类办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宣
传活动，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自觉行动，为保护
环境、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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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专注地展示珠算技艺孩子们专注地展示珠算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