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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攻坚注入体育力量
上体师生将优质资源带到乡村 不断探索体育扶贫新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 >>

■视窗 View

长三角高水平行业
特色大学联盟成立

为推动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发

展，日前，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

联盟在中国计量大学正式成立。联盟

由中国计量大学牵头，联合安徽工业

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江苏海洋大

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电力大

学等高校共同发起成立。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于永明指

出，长三角教育协同发展，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先导

性作用。成立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

大学联盟，对于推进特色办学联盟跨

区域产学协作具有重要意义。

13所联盟成员高校代表在成立大

会上签署“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大

学联盟合作协议”，并联合发布“长三

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联盟宣言”。

联盟高校将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

平台，共享合作成果，在办学战略研

究、共建共享学科平台资源、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等领域开展以项目为主

的合作，齐心助力长三角高水平行业

特色大学提升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

力，更好服务与支撑行业发展与区域

发展，增强区域建设创新能力和竞争

能力，为长三角高等教育现代化与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据“浙江在线”）

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率继续上升

在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的发布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发

布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

告（2020年）》。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

不健康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超重

肥胖问题不断凸显。

李斌介绍，我国儿童青少年生长

发育水平持续改善，6~17岁男孩和女

孩各年龄组身高均有增加，平均增加

值分别为1.6厘米和1.0厘米，6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降至 7%以下，低体重

率降至5%以下，均已实现2020年国家

规划目标；特别是农村儿童生长迟缓

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善，农村 6 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 2015 年发布的

11.3%降低至5.8%，6~17岁儿童青少年

从4.7%降至2.2%。

从报告上看，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分别为69.6千克

和59千克，与2015年发布结果相比分

别增加3.4千克和1.7千克。城乡各年龄

组居民超重肥胖率继续上升，18岁及以

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34.3%
和16.4%；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

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

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

（据《中国青年报》）

时报记者 李婷

在 2020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

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决赛中，上海体育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的《体教扶贫助梦，点

亮健康中国：“山海间·禾木里”——城

乡少儿科学运动共享公益》获得了三等

奖。

2020年10月，“山海间·禾木里”团

队再次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他们将服

务社会的眼光从社区转向了老区，从城

市转向了乡村，既彰显了上体“服务社

会”的办校思想，也诠释了“体育扶贫”

更深层的内涵。

体育扶“智”，
共享“云课堂”

2020年 10月 12日，在阜平县龙泉

关中学的多媒体教室里，孩子们像往常

一样边看花样跳绳网课边练习。令大

家惊喜的是，“云课堂”结束后，教学视

频中的韩耀刚突然现身教室，亲自带他

们体验了花样跳绳的乐趣。

据悉，韩耀刚是上体休闲学院的教

师，也是“山海间·禾木里”团队成员之

一。这一团队的成员还包括上体经济

管理学院体育管理专业教师张叶涵、大

数据专业教师徐成龙、辅导员于卓言，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俞梦洁、韩宗佑、周

宇、苏寅鹏、路京、梁泽雄、蔡新雨、张吟

秋、李晚月，休闲学院学生杨运和心理

学院学生赵明明。

团队成员们在前期调研过程中发

现，当地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教学

几乎全部来自于学校。但当地学校的

体育教师存在着缺额比高、生师比高、

转岗率高、参训比低的“三高一低”现

状。与孩子们交谈时，路京发现当地的

孩子们体育课类型单一、学习方法单

调。她也询问了孩子们对体育课的期

待，许多孩子希望学校能多开体育课，

老师们能在上课时多带他们玩耍。

如今，阜平县龙泉关中学正式成为

“山海间——少儿科学运动指导站”和

“跳绳云课堂”的试点学校。韩耀刚和

“跃动跳绳”团队面向山区的孩子们专

门设计了一套绳操，每周开设一次跳绳

直播课程，同时还组织线上跳绳赛事，

力求构建“学会、勤练、常赛”的完整体

系。目前，已有7所贫困山区的学校共

享了“跳绳云课堂”。团队也在探索其

他适合线上线下融合开展的运动项目，

例如武术、健身操。

体育扶“志”，
实现双向育人

让学生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是团队从青少年群体入手推动体

育扶“志”的原因之一。在体育教学的

过程中，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一定的运

动技能，还要让他们领会拼搏向上的体

育精神，树立尊重他人的规则意识，养

成越挫越勇的坚韧品格。

韩宗佑带着自己的足球来到了阜

平县的台峪学校。这所学校于 2018年

成为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整洁的草地、齐全的体育器材、干

净的运动服给韩宗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不禁感慨：“山区的孩子在党和

国家全面脱贫攻坚的政策下茁壮成长

着，他们赶上了好时代。”

为了能给孩子们上一堂精彩的足

球课，上课前一晚，韩宗佑花了近四个

小时修改教案。课后，孩子们自发在韩

宗佑的足球上签名感谢他。接过足球

的那一刻，韩宗佑眼眶微热，他将这份

礼物视为一种心灵的交换。“我尽己所

能教给孩子们一些知识技能，但他们告

诉了我什么是爱、什么是最简单的快

乐。”

张叶涵认为，从城市走向乡村，从

校区走向老区，从书本走向社会，从学

习走向服务，“体育扶贫”项目能引导学

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在参

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积累

智慧、锻造品格。

体育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团队成员告诉记者，师生合作、部

门协同始终是团队脚步得以从城市社

区延伸至乡村老区的坚实基础。该团

队在跃动跳绳、锋锐体育装备等校友企

业的帮助下向阜平相关学校捐赠了

350条竹节绳、100多套运动服装，保障

社团建设的前期条件。社区体育公益

课、冠军讲座、体育家教等社区体育公

益让团队积累了实践经验和人才资

源。如今，该团队依托学校一流学科，

开好线上线下公益课程，形成了“快乐

启蒙、知识教授、技能培训、人格培养”

立体化、多层次的体育教育扶贫思路。

体育扶贫“富脑袋”也要“富口

袋”。此次前往阜平，上体师生做了充

分的前期工作，调研当地乡土人文、自

然资源优势、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团

队还将把体育管理、赛事运作等特色专

业的科研及实践成果融入乡村振兴建

设，把“红色筑梦三项赛”等上体特色项

目带到阜平，使体育赛事与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带动当地的发展。

体育扶贫不可能一蹴而就，上体党

委书记李崟认为，首先是要加强顶层设

计，坚持正确理论引领，把体育作为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作为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手段，把体育融入到学习教

育、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健康关口

前移；还要加强需求对接，坚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更加精确地调研我国贫

困地区体育教育的现状、需求及建议，

进而在体育扶贫项目的个性化设计、一

体化推进中给出更优质更长效的方案。

目前，团队也正计划在陕西省平利

县、贵州省湄潭县和江西省崇义县建立

“体育扶贫”试点。作为新中国第一所

体育高等学府，上体将把学校资源有效

地转化为扶持乡村振兴的扎实行动，让

更多上体师生把优质的体育、教育和产

业资源带回家乡，兑现上体人传播体育

正能量、培育健康新风尚的不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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