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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成全国两会热点

以体育人 促青少年全面发展
3月5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一直以来，“一
小”——青少年儿童
是众多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关注的
重点群体，在今年的
两会现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们也针对青
少年群体健康成长提
出了不少议题。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让每一名少年儿童都能伴随时
代的脚步茁壮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心
愿。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也是今年
两会关注重点。

“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症、近视
之后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

‘杀手’。”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
省委会副主委、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
长花亚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
两会，他重点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和
罕见病患者用药问题。“加快推进青少
年脊柱侧弯‘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防控策略，建立脊柱健康的长效防治
机制”。花亚伟建议，以筛查为切入

口，面向易发多发的中小学生群体开
展脊柱侧弯入校筛查工作。打造脊柱
健康三级诊疗管理体系，创新脊柱侧
弯“三级五步”服务模式；加快脊柱康
复专科建设，推动医产学研齐头并
进。建立脊柱侧弯大数据平台，赋能
脊柱侧弯防控及临床研究。

“健康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基础，关
心学生体质健康，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体育锻炼，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

人陈静表示，希望能够健全学生体质
健康监测制度，定期监测并公告学生
体质健康情况，督促落实中小学生体
育课时和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常
态化开展，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开
齐开足上好体育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技体育
训练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
陶璐娜关注到，近年来随着“双减”政
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的热情高涨，对校外体育

类培训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陶璐娜
说：“从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的长期目标来看，校外体育类培
训既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有益补充，也
是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促进
全民健身活动、全面发展体育产业的
重要基础，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规范校
外体育培训，进一步规范校外体育类
培训市场的准入机制，帮助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锻炼意志。”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接受中新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
国球进校园、进公园。在他看来，乒乓
球不仅能够为国争光、争金夺银，同时
也能带动全民健身。

作为国球，乒乓球有其独特影响
力。去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体
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球进社
区”“国球进公园”活动进一步推动群
众身边健身设施建设的通知》，旨在推
动构建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据了解，中国乒乓球队几乎每次
比赛或封闭训练期间，都会寻找机会
让明星球员走进校园或社区，发挥偶
像的榜样作用。以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引导青少年敢于正视逆境、勇于迎难
而上，这将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体育运动
学校女足教练水庆霞表示，培养青少
年对体育的兴趣非常重要，需要政策
层面长期而稳定的持续推动。在她看
来，随着外界对体育的认识愈加深入，
家长会看到体育带给青少年的益处，
其中的矛盾与冲突点自然会越来越
少。

“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困难。以体
育人，它可以教会你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不放弃。”水庆霞认为，即便是以后
不从事相关事业，孩子们依然能从体
育中得到很好的锻炼，这是一生的教
育。

促进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让青少年
受用一生

以九宫格战法
提升乒乓训练水平

■健身心得分享

文/西厢房球队 朗朗

多年来乒乓是我的业余爱好，面
对正手、反手和打快攻等的选手，我们
怎样针对性地制定战术呢？训练时如
果把对方球台用井字划分法分为九
格，并赋于以落点为主，兼顾旋转、高
度、速度、力量等，起到事半功倍作用，
自称之为九宫格战法。具体如下：
一 .思维上分为三个层面
1.九宫格平面思维

在脑海中把对方乒乓球桌分为九
方格，近、中、远三段均分，并竖切均分
为九个小单元，近为123，中间456，远
部789小方块。
2.九宫格二维思维

注重落实的基础上再关注另外一
个元素，比如旋转，当发球向近台3号
位时可尽可能向外侧旋转，越转越好，
使得发的球快速向外侧运动。
3.九宫格立体思维

当考虑落点位置的时候，高度、节
奏、旋转、速度一并统筹运用时，此时
上升到了立体思维。球在脑海里成像
已有点、高、转立体画面，这是思维的
再一次提升。
二、战法上分为三个类型
1.近远打法

有意识的发球或是回球一近一远
或者近近远远，可以让对方由于宫格

落点的突然距离变化，而带来回球上
的被动。
2.追身打法

在考虑近远打法中，尤其针对横
拍选手，如对方站在8、9方格位上，发
球和击球时可向那个远的近身方格发
或速推，其效果还是很好的，让对方不
能用力还击。
3.声东击西法

发球时眼睛看着近中台3，5方格，
但发球突然奔向7号方格外侧边。可
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待对方身体脚
步移位还击时，球已飞出台边或台外。
三、自身站位上注重三个方面
1.备好站位资势，利于顾及九格及回
击来球

打球时准备好站位姿势，选择合
理的击球位置，采用相应的击球动作，
有利于照顾全台九格，有利于快速启
动和采用各种技术回击来球。
2.站位要随预判落点宫格不断变动

打球切忌站位不动或少动，完全
靠手臂展开来还球。要不断调整身体
的位置，注意来球宫格落点，随预判来
球宫格点位迅速调正站位。
3.及时回位，从容应对

及时回位就是要在前一拍击球完
成后，将身体姿势调整为击球前的准
备动作，根据对方回球宫位的情况，做
好下一步的准备动作。

上海体育宣讲团扩大“朋友圈”

弘扬体育精神直达基层
本报记者 丁荣

3月10日，“2023年上海体育宣
讲团志愿服务队年度大赏”在上海
市黄浦剧场（小剧场）举行。

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
宇，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副书
记王冶勇，上海市体育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陆檩，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
主席方思忠出席活动。

陆檩在讲话中指出，2024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全力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之年。上海体育宣讲团
志愿服务队要主动融入大局，为上
海体育事业腾飞，为上海加快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贡献上海体育力量。

上海体育宣讲团志愿服务队团
长肖朱皓作《2023年上海体育宣讲
团志愿服务队年度工作总结》。积
极开展二十大精神主题宣讲、上海
奥全运健儿故事宣讲文化体验展红
色立方体、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
县第一中学举行宣讲送教、完成11
场进校园活动、累计服务人次破8
万……2023年处处可见上海体育
宣讲团志愿服务队的身影。作为队

里的明星宣讲员，团市委兼职副书记、
党的二十大代表、奥运冠军钟天使全
年累计完成二十大精神示范性宣讲
32场。从运动队的奥运冠军变身为
上海体育宣讲团志愿服务队的明星宣
讲员，钟天使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开
始我也感觉有些困难，但一场场锻炼
过来后，我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宣讲也
变得游刃有余，开始享受过程。通过
参与交流互动，我也收获了很多。”

自2019年成立至今，上海体育宣
讲团志愿服务队（含少年团）共有宣讲
员 108 名。为了让宣讲方式“活起
来”，让宣讲队伍“强起来”，活动现场
举行了纳新仪式。未来，上海体育宣
讲团志愿服务队将深入各社区、园区、
大中小学不断发掘和培养不同宣讲风
格的宣讲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体
育宣讲团志愿服务队还迎来了第一位
数字人宣讲员——“宣宣”。据市体育

局团委书记崔燕介绍，“宣宣”将带
来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和互动体验，
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更好地
感受体育文化的魅力。

“绝不能放弃、要努力、再加
油！”……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话语，
情景宣讲《带着“体育精神”向前奔
跑吧！》将活动推向高潮。八名“90
后”和“10后”宣讲员用舞台剧方式，
展现了他们用体育精神克服困难，
从放弃的边缘走回来，勇敢喊出“为
了梦想，再拼一次！”

2024年，上海体育宣讲团志愿
服务队将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市
级机关工作党委、团市委的指导下，
持续探索实践新宣讲形式，通过互
动宣讲、情景宣讲、冠军展陈等形
式，推动理论学习直达基层、直抵青
年，推进体育文化深入基层一线的

“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