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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墩”问题不容忽视 纪玉今日论语

读懂这“三件事” 潘高峰新民眼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干了三件大事。

早上， 总投资 2734亿元的 64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下午，召开现场推进会宣布
多项民心工程；晚间，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
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这三件事，每一件分量都很重。 用它们
来开启 2021年乃至整个“十四五”的新征
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悉心谋划的，其中
也蕴含着上海对建设人民城市的深刻理
解———既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创造高品
质生活，更要实现高效能治理，三者都不可
或缺。 这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基调。

当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市转型，

从来就不是三条平行的脉络， 而是相互交
织，互为一个整体。

比如，上午开工的 64个重大项目，既有
瞄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科技创新项目和高
端产业项目，也有事关社会福祉的重大民生
项目。

下午召开的推进会，“民心工程”与“民
生工程”一字之差，却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不仅是践行党的宗旨使命的实际行动，也是
“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重要体现，着眼于城
市服务、功能、环境的整体提升，把民生需求
转化为增长潜力，把优化服务转化为竞争优
势，让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
益彰。

而“数字之都”的建设，更不是仅从技术
和硬件设备上实现城市治理手段的提升，而
是要“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推动“经
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

中国人讲究新年新气象， 也常用打响
“第一枪”，来形容事业的起步开局。 新年第
一个工作日，上海连打“三枪”，大动作、大手
笔频出，除了项目、工程和意见本身的意义
之外，上海的干部群众还应当从中体会到一
种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
住的责任感。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同时，

它仍将是大变局下， 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挑战依然存在，前路绝非坦途。

岁末年初，随着气温下降，新冠疫情在
我国多地又零星散发， 全球疫情更是始终
处于高位运行的暴发状态， 加上保护主义
和逆全球化的回潮，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巨大。 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 加快建设
“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战略链接”，成为上海“十四五”开局的必
答题。

今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曾两
次提到上海，一处是“黄浦江畔”，一处是
“上海石库门”， 充分体现了他对上海干部
群众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的厚
望期许。

过去一年的不易，让我们凝聚了共识，

磨砺了斗志，锻造了伟大的精神，这是再
出发的动力源泉。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同时
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更高水
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这一切，注定我
们越是面对风浪挑战， 就越要逆风飞扬、

有所作为。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用“开门三件
事”，展现“开局就是决胜，起步就是冲刺”的
奋进姿态。 昨天，在新年首次季度工作会议
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又提出“比学赶超”的
要求，希望全市上下铆足“比”的劲头、增强
“学”的主动、激发“赶”的动力、强化“超”的
追求。

这种“谋定快动”的干事热情，“时不我
待”的担当精神，正是为了在这个不同寻常
的年份，下好“先手棋”，跑出“加速度”，用奋
斗赢得未来。

    有的小朋友胖嘟嘟的，看起来“萌萌哒”，

然而，超重、肥胖却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在武汉
儿童医院一项关于肥胖儿的课题研究中，2019

年入选研究对象的 150名“小胖墩”，至今一个
都没瘦，仍是中重度肥胖儿。 专家呼吁，家长应

帮助孩子进行长期的体重管理，远离肥胖。

课题进行近两年，150名“小胖墩”，一个

都没瘦，恐怕家长要负责任。 成年人胖，容易

让人联系到健康状况；小朋友胖，家长却可能
进入“小时候胖没关系，到青春期自然会瘦”

的观念误区。 经验血检查，这些“小胖墩”中，

过半数都存在一项或几项指标超标。 儿童期
肥胖，到青春期未必能瘦下来，还可能影响生

长发育，增加成年后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的风险。

从家长到社会， 都不能以孩子肥胖为
“萌”，更不能功利性地把孩子的超重、肥胖当

作吸引眼球的工具。 去年，一个 3岁女童因与
年龄极不匹配的体重引起关注，其父母在网络

视频中称，她已经有 70?重。放任孩子胡吃海

喝，还给她“加餐”，这对父母的行为显然极不

负责，严重威胁孩子的健康。 当然，绝大多数
家长不可能像这样把孩子无节制地喂胖，但

也不能忽视孩子的体重问题，小看超重、肥胖
的隐患。

给“小胖墩”减肥，需要全社会“动”起来。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

提到： 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超过 50%，6

至 17岁的儿童青少年近 20%，6岁以下的儿
童达 10%。 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吃得多、动得

少，是超重、肥胖的主要原因。因此，一方面要

普及营养知识，让儿童青少年吃得更加健康；

另一方面，则要减轻课业负担，保障儿童青少

年的运动时间。让孩子们多“动”，不仅需要家
长和学校相互理解支持， 也需要增加适合运

动的公共空间。

社会经济发展，健康观念也需更新。 孩子

肥胖，不是“萌”，也不能对此过于淡定，反而

要敲响警钟，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呵护孩子成

长，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