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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记
者 侠克）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
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
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
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专家表
示，预防脑卒中发生，一定要保持
合理饮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心
态平衡四大“健康基石”，同时要能
准确识别脑卒中的征兆，积极应
对，避免“卒”不及防。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
副主任医师王晶介绍，脑卒中分为
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各种原因导
致脑动脉血流中断，局部脑组织缺
氧、缺血性坏死而出现相应的神经
功能缺损的脑血管疾病。常见的
病因有动脉粥样硬化、心源性脑梗
死以及长期高血压引起的小动脉
闭塞。出血性脑卒中与缺血性脑
卒中相对应，患者常伴有头疼、恶
心、颅压增高等情况。

王晶说，如果及时发现脑卒中
征兆，抓紧抢救时机，75％的脑卒
中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我国
70％以上的脑卒中是脑梗死，其
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静脉溶栓和
取栓手术治疗。溶栓对时间要求
极为苛刻，必须在发病4.5小时至
6小时内接受治疗才能极大提高
成功率，即便是取栓也只有16小
时至24小时的窗口期。”

中国卒中学会会长、北京天坛
医院院长王拥军说，公众应熟记脑
卒 中 早 期 症 状 识 别 口 诀“BE
FAST”，当患者出现难平衡（Bal-
ance）、看不清（Eyes）、脸不正
（Face）、臂不平（Arms）、语不灵
（Speech）等症状时，家属或目击
者需警醒，赶快拨打120急救电话
（Time），送至最近的卒中救治中
心进行治疗。“每早1分钟开始溶
栓，就可以挽救患者约190万个脑
细胞，其获益也就越大。”

专家表示，需要注意的是，脑
卒中绝非老年人专属，中青年时期
如果不注意预防，同样会发生。近
年来，脑血管病发病有逐年年轻化
的趋势，发病年龄越来越小，部分
年轻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熬夜、
抽烟、喝酒、过度劳累、肥胖等都会
使脑卒中的危险隐患增加。因此，
中青年万不可掉以轻心。

北京天坛医院临床心理科主
任王春雪说，要特别重视脑卒中患
者的心理问题，许多患者会因为疾
病导致情绪低落甚至抑郁，也有些
患者会产生明显的自卑情绪，有明
显的病耻感，容易引起情绪波动、
失眠、易怒等问题，需要家庭、社会
给予更多关怀和包容，让患者充分
感受到温暖，鼓励其正确看待当前
的疾病，消除不良情绪，增强战胜
疾病的信心。

世界卒中日：

牢记识别口诀
避免“卒”不及防

以“户外新生活 消费新动能”
为主题的2023中国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大会27－29日在云南大理举
行。各方齐聚洱海边，对中国户外
运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价值
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亲
近自然、追求健康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家庭的目标。与此同时，发展户
外运动产业具有拉动内需、促进就
业、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近年来，
诸多促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政策
接连出台，各地对于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参与户
外运动的人群不断扩大，在这样的
背景下，中国户外运动产业迎来了
发展的新契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户外运动
是良好的纽带，户外运动产业也将
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架
起一座桥梁，成为经济社会绿色发
展的一条途径。

共谋发展，吹响号角
“户外运动正逐渐成为人民群

众走向自然、拥抱自然、乐享生活的
新潮流、新时尚。体育总局与各部
委、各省区市积极顺应人民群众需
求，大力支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着
力构建‘五区三带’户外运动产业空
间布局，加强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建
设，推进户外运动服务业提质增效，
加快户外运动用品制造业转型升
级，推动户外运动与其他行业融合
发展，取得积极成果，户外运动产业
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 ”国
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主席高志丹说。

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根据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户外运
动产业发展报告（2022－2023）》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
2023年，冰雪、路跑、骑行、越野、露
营等户外运动呈现爆发式增长，
2023年上半年，与户外运动相关的
订单量较2022年同期增长7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订单量增长了
221％。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
长、一级巡视员彭福伟说：“户外运
动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
既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
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
事业，事关提高生活品质、满足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上彰显体育担当作为
的关键之举。”

势头迅猛，潜力巨大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诸云强在大会上介绍
了中国户外运动资源分布与产业发
展相关情况。他表示，我国多姿多
彩的地貌形态、复杂多样的气候类
型、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发达的大
陆水系等等，为户外运动的不断壮
大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户外运
动产业的发展现状。《报告》中提供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2023年，
我国户外运动产业逐步恢复，并迎
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呈现出新的趋
势和特点。

——户外运动项目愈发丰富。
2022年在各类户外运动中，露营、
漂流、滑雪、徒步等项目一直稳居户
外运动搜索热度排行榜前列，是人
们关注度最高的项目。航空运动、
冲浪、潜水、登山、攀岩、骑行、路跑、
垂钓、定向运动方兴未艾。飞盘、桨
板、陆冲、腰旗橄榄球、匹克球、city

walk（城市漫步）等新兴户外运动
项目正逐步成为年轻群体“新城市
运动”潮流的代表。

——户外运动参与人群细分。
随着我国户外运动市场的强劲增
长，“90后”与女性已成为户外运动
参与主力人群。根据相关数据，在
户外运动参与群体中，“90后”成为
最大消费群体，占比达到36.1％，其
次为“80后”群体，占比32.5％。传
统意义上男性主导户外运动的格局
正在被打破，女性参与者占比
59.9％，超过男性占比40.1％，且女
性对户外运动的关注指数也高于男
性。

——户外运动领域融资活跃，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2022年，尽管
体育行业股权融资整体下滑，但户
外运动领域仍保持了较高活力，融
资事件数在体育产业投融资事件总
数的占比提升，占比达21.6％，2023
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升至30.8％。“这
反映出社会资本对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的乐观态度。”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鸫说，通过
分析7家户外运动上市公司数据
可以看出，这些公司近三年营收
总额实现稳定增长，并表现出较强
盈利能力。

——户外运动标准化建设快速
推进。2022年，体育总局组织立项
了一批户外运动行业标准项目，并
颁布实施了一批行业标准，其中包
括11项冰雪运动国家标准，《帆船
赛事活动办赛指南》等8项行业标
准。此外，相关协会组织发布实施
了15项团体标准；另有20余项标
准已进入最后完善和发布阶段。

展望未来，前景光明
彭福伟表示，我国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新发展格局将激发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活力，人民群众增进健康、亲近自
然的需求将刺激户外运动产品和服
务供给，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助推户
外运动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增加
产业发展的动力。但与此同时，我
国的户外运动产业尚处于成长初
期，发展基础还不够稳固。

彭福伟认为，应当从绿色发展、
群众参与、产业创新、设施供给、产
业协同、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共同
发力，促进户外运动产业更好地向
前发展。“户外运动必将成为全民健
身最优势的产业。”彭福伟说。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朱洪军表
示，户外运动产业虽然不属于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
影响，如登山带来的垃圾、钓鱼对相
关水域生物链造成的破坏、体育赛
事的过度运营保障造成的资源浪费
等等。他认为，在发展户外运动产
业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加
强对环境的保护，推动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帆板世界冠军陈佩娜表示：“我
希望能鼓励更多大众参与户外运
动，户外运动不仅可以锻炼体能，更
是与大自然互动的过程。只有亲身
参与，才能真正感受其魅力。”

对于未来，上海体育大学教授
黄海燕信心满满，他说：“我国的户
外运动产业正步入蓬勃发展周期，
是推动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领域，更是架在‘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之间的一座桥梁，从这个角
度看，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潜力无限，
未来可期。”

（新华社云南大理10月 29日
电 记者 林德韧 岳冉冉）

架起“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29日公开通报
2023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2023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47万件，其中立案中
管干部54人；共处分40.5万人，其
中包括34名省部级干部。

通报显示，2023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
举报261.7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
类信访举报81.9万件次。处置问
题线索128.3万件，其中谈话函询
26.6万件。立案47万件，其中立
案中管干部 54 人、厅局级干部
2480人、县处级干部2万人、乡科
级干部6.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4.6万
人。处分40.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33.1万人、政务处分10.8万人；处
分省部级干部34人，厅局级干部
2244人，县处级干部1.6万人，乡
科级干部5.4万人，一般干部5.6万
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7.7万
人。

根据通报，2023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
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119.7 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
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78.5 万人
次，占总人次的 65.5％；运用第
二种形态处理 32.1 万人次，占
26.9％；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4
万人次，占3.7％；运用第四种形态
处理4.6万人次，占3.9％。同时，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
员 1.2 万人，移送检察机关 2365
人。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立案47万件
其中立案中管干部54人

尽管身体残缺，杭州亚残运会
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以顽强拼搏的运
动风采一次次惊艳世界；细节中饱
含真情，亚残运会场馆以高水平无
障碍设施充分诠释“中国温度”；秉
持“同样精彩”理念，残疾人正与健
全人一道携手共进、同享暖阳。

人生舞台上，他们书
写精彩华章

虽然眼前漆黑，她依然是跑道
上的“精灵”，凭借细细的牵引绳，田
径运动员刘翠青健步如飞；虽然双
腿残疾，她依然是泳池中的“游鱼”，
仅靠双手划水，游泳运动员刘玉一
路领先……

汗水浇灌梦想，奋斗成就精
彩。本届亚残运会上，中国代表团
以214枚金牌、167枚银牌、140枚
铜牌高居榜首，彰显中国残疾人运
动员的风采。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
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走出竞
技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越来
越多残疾人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

这个开学季，清华园里走进了
一位“特殊”的新同学。

他叫赵子康，幼年时被确诊为
先天性脑瘫，肢体残疾无法正常行
走。但这没有击垮赵子康的意志。
求学路上，他顽强拼搏，最终以697
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
取。

每一滴水珠，都折射出时代的
光辉。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高考
便利措施和单考单招政策。截至目

前，已有9万名残疾学生走进大学
校园。与此同时，我国残疾儿童少
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95％。

求学梦点亮未来，就业梦书写
幸福。

舞台上，视力障碍的残疾人乐队
看不见乐谱依然魅力无限；书案前，用
脚握笔的书画家浓笔淡墨，挥洒自如；
镜头前，行动不便的年轻主播用心推
介家乡特产，逐梦“云端”……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出务实举
措促进残疾人就业。截至2022年
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
超过900万，仅2022年一年就实现
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59.2万人。

残疾人逐梦之路愈发广阔，圆
梦之基愈发牢固，不断书写出愈加
精彩的人生篇章。

温暖细节里，他们感
受着满满关爱

10月22日，万众瞩目的杭州亚
残运会开幕式上，残疾人游泳运动员
徐佳玲用智能仿生手高擎火炬“桂
冠”，点燃主火炬。熊熊圣火拉开比赛
序幕，也见证着科技助力残疾人无障
碍生活的强大优势和美好前景。

提升亚残运会无障碍水平的关
键不仅在于炫酷的“黑科技”，更在
于点滴细节的设计和安排。

在亚残运村，运动员们动线的
起伏处全部加装了坡道；各楼栋和
区域的出入口进行了加宽处理；房
间床铺专门调整了高度，方便残疾
人运动员更好地休息。

竞赛场馆的电梯按键上均刻有
盲文；赛场内有专用的无障碍座位；

低位按键、低位扶手，没有台阶和陡
坡的室内通道及盲道一应俱全。

实现有“爱”无“碍”，在赛场，更
在日常。

乘着亚残运会的东风，杭州改
造提升14万个无障碍点位和重要
公共服务场所，建起盲道3000多公
里。全市1600个无障碍公共卫生
间接入导航系统，上路无障碍巡游
出租车达500多辆。

不止于杭州，近年来各地无障
碍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残疾人
友好环境建设持续优化。

低地板无障碍公交车让残疾人
出行无忧；配备着上下车无障碍渡
板的地铁车厢向残疾人敞开“怀
抱”；648家网站和App完成无障碍
及适老化改造，残疾人网上冲浪更
便捷……

今年9月1日，新出台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
部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门性法律，为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前行路途中，他们的
身影从未缺席

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
灵感源自良渚文化里的“神鸟”形
象，与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
组合一脉相承；杭州亚残运会会徽

“向前”的主体图形为10条半弧形
线条，犹如奔腾不息的钱江潮，与杭
州亚运会会徽“潮涌”在风格上一致
……

这样的设计饱含深意。杭州
亚残运会对“两个亚运、同样精

彩”的追求，所传递的正是残疾人
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同全
国人民一道共享国家繁荣富强的
鲜明信号。

新时代以来，残疾人工作成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残疾人事业
更加充分地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

脱贫攻坚战中，在各项精准措
施、超常规力度帮扶下，700多万建
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告别绝对贫困。
广大残疾人与健全人一道共享全面
小康的暖阳。

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号
角响彻中华大地，残疾人事业开启
新的征程。

在本届亚残运会举办地浙江，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之
时，中国残联《关于支持浙江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共
同富裕的实施意见》乘势出台，探
索实现残疾人共同富裕的实践路
径。

有一地探索，更有全局规划。
前不久闭幕的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响亮号
召“团结带领残疾兄弟姐妹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努
力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并
对今后五年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作出系统规划部署。

在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中，约
8500万残疾人兄弟姐妹正奋力书
写一个又一个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0月 29日电 记者
高蕾 董博婷 崔力）

以梦想为伴，与时代同行
——从杭州亚残运会看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近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总决赛在贵州省台江县
台盘村拉开帷幕。被誉为“村BA
圣地”的台盘村露天球场上，坐满
了来自全国多地的观众，身着苗族
服饰的当地村民为参赛球队加油
呐喊。对篮球的热爱，再次点燃了
赛场。

赛场不远处是非遗集市，数十
个摊位正出售各式各样精美的非
遗手工艺品，不少前来观赛的球迷
和游客在选购非遗文创产品。

45岁的苗绣非遗传承人石传
英来自台江县施洞镇，此次总决赛
期间，她和家人也来到了非遗集
市，展示和销售自己设计制作的刺
绣文创产品。

摊位上，一张色彩斑斓的大
型刺绣装裱画生动展现了“村
BA”赛场的盛况，吸引着游客驻
足欣赏。颁给获胜者的黄牛、鸭
鹅、肥鱼绣在四周，观众围坐在
赛场周围，球场中央是苗族特色
歌舞——石传英用多彩绣线，记
录着她在台盘村篮球赛场上看到
的场景。

“我们还针对‘村BA’，专门
开发了一款纯棉植物染T恤，上面
有纯手工绣制的‘村BA’字样，深
受游客喜爱。”石传英笑着说。

台江县素有“天下苗族第一
县”的美誉，在县城的刺绣银饰一
条街姊妹街上，游客熙攘。为了给
第二天备货和接待门店顾客，石传
英又回到自己位于姊妹街的门店
内。

“以前台江县只在举办姊妹
节、龙舟节时，游客量才大，平常游
客少。现在游客打卡完‘村BA’
赛场，就会来县城姊妹街逛逛，购
买刺绣、蜡染等文创产品。总决赛
期间，我们的产品零售总额就达到
了7万元。”石传英说。

“我还想继续开发‘村BA’相
关的文创产品，让我们苗族文化更
好地走出去。希望借助台江‘村
BA’品牌，推广和宣传我们的民族
文化。”谈及未来的发展计划，石传

英充满期待。
篮球赛让台盘村火爆出圈，赛

事红利也惠及周边百姓，辐射带动
临近乡镇及县城长足发展。非遗
产品不愁销路，非遗技艺得以传
承。体育赛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的动力，不断促进文体旅融合发
展。

在贵州省榕江县，自“村超”火
爆出圈后，当地逐步融合非遗技艺
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通过“一场赛”
带动“一片叶”，着力打造乡村振兴
崭新名片，形成了“蓝染”文化产业
链。

作为“中国蓝染之乡”，榕江县
自古以来便有种植板蓝根，用其入
药、染衣的习俗。近年来，榕江县
通过与贵州青于蓝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建设制靛基地、蓝靛加工
基地和研发中心、产品销售中心
等，板蓝根鲜叶日处理能力达5万
至8万斤，蓝靛膏年产能可达300
至500吨，年销售产值达4488万
元。

在榕江县城的青于蓝蓝染艺
术中心，来自易地搬迁安置点特
和社区的绣娘们，正在加班加点
赶制“村超”文创产品，每天来这
打卡的游客和球赛观众络绎不
绝。

青于蓝文创板块负责人罗芸
表示：“针对‘村超’，我们开发了将
近四十种非遗文创产品，来找我们
合作的也特别多，目前线上的非遗
类文创产品已经爆单，还增加了很
多线下新订单。在赛事举办期间，
我们‘村超’相关的文创产品销售
总额已经突破45万元。”

“蓝染工艺既具有地方文化属
性，又兼具市场逻辑，可以向上下
游延伸形成三产融合产业链，市场
前景广阔。”青于蓝公司董事长于
浩说道，“得益于新媒体网络传播
的加持，扩大了‘村超’赛事的全球
影响力，直播电商也为贵州非遗文
化宣传和产品售卖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新华社贵阳10月29日电
记者 周宣妮 吴思）

中国乡村体育赛事
助力非遗传承

这是在林芝工布江达县拍摄
的雪后峡谷景观（无人机照片，10
月28日摄）。

时值金秋，西藏林芝市秋色
已浓，黄叶与初雪交织，流水并雪
山辉映，景色如诗如画。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影）

秋色林芝秋色林芝如画如诗如画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