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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解敏）据
媒体及网民举报，上海地铁

站内部分自动售货机不同程

度上存在诱导使用刷脸支

付、未尽到告知义务等违规

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

按照“亮剑浦江 · 2024”

公共场所强制、滥用人脸识

别技术专项整治行动部署安

排，日前，上海市网信办会同

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依

法联合约谈上海申通地铁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通地铁）及三家自动

售货机运营企业（上海百纶

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煦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泰和瑞通云商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上海市网

信办向申通地铁及三家企业

通报了相关违规问题并开展

普法，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

委针对问题分别提出整改意

见，要求涉事企业即知即改，切实履行好个人

信息保护义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企业

表示将按照约谈要求举一反三认真整改。

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指出，人脸信息依法属于敏感个人生物信

息，一旦泄露被非法使用将会造成严重后

果。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企业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

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人脸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并须经消费者单独同意。

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

者，在消费过程中应做到“非必要不使用、非

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许可刷脸”，维护好个

人信息权益。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通过

以下渠道（网站：http://www.shjbzx.cn；邮箱：

shjbzx@126.com；电话：12315、12345）据实提

供举报线索。

暑气逼人，淮海中路550号门口却是人头攒

动，前来打卡的市民热情不减。这里曾是上海小

囡心心念念的“芭比大楼”，如今，其被改造重建

成了国内首个致力于可持续生活的综合体HAI

550。商场由雅戈尔集团和天目里共同打造，共

8层，是一栋小体量的垂直商业综合体，集合零

售、展览、画廊、餐饮、手工坊、买手店及永续实验

室等多元业态，主打环保、可持续的理念。

一楼400多平方米的开放公共空间内，整

墙与地面都采用水磨石废弃砖装饰，户外品牌

巴塔哥尼亚和循环再生品牌多抓鱼在这里办起

了联名环保主题展。二楼的WAARCHI主要售

卖香塔纸镇，产品均由废弃建筑材料制成。三楼

的服装品牌USSED，用环保软木搭出了陈列架

和更衣室。走到四楼，可持续品牌Howbottle好

瓶在办“慢闪”，塑料瓶“重生”变成了背包。五楼

的StopShop是一家集合店，能买到各式各样主打

天然、环保的产品，还能零拷酱油、香氛、洗衣液、

地板清洁剂、猫粮狗粮等。老一辈人时兴的“零

拷”，如今成了年轻人愿意尝试的新时尚。

本报记者 陆佳慧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今日零时，交通

银行耀雪冰雪世界（以下简称为“耀雪冰雪世

界”）开始售票，并宣布将于9月6日开业，邀

请游客赴一场冰雪之约。

作为上海“十四五”重大旅游投资项目之

一，耀雪冰雪世界是上海第一座冰雪度假综

合体，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集齐滑雪、

嬉水和滑冰三件套。其中，包含世界最大的

室内真雪滑雪场和近20项娱雪项目，近2万

平方米的耀雪水世界涵盖近20项嬉水项目，

1891平方米国际标准级赛事冰场由国内首

家专业冰场管理机构冠军冰场运营。公司负

责人表示，将通过打造“冰雪+新产品、新场

景”为上海及周边区域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冰

雪游玩体验，填补上海文旅产业链上冰雪旅

游的空白，打造上海的“冰雪”新名片。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售门票均为指定日

票，游客仅可在购票时选定日期入场。根据

旅游淡、旺季，票种分为平日票、高峰日票和

特别高峰日票，为游客提供灵活的选择机

会。滑雪门票包含雪服雪具免费租赁服务，

娱雪门票也涵盖了雪服和雪鞋。

据悉，耀雪冰雪世界自8月起进入内测

阶段，部分游客已提前解锁“一秒穿越冬

夏”。公司负责人表示，将参考内测阶段

游客的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营运流程

和服务体验。

健身人群要补充运动营养食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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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座冰雪度假综合体今起售票

“耀雪”邀你下月6日起赴冰雪之约

昔日“芭比大楼”今朝“环保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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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国第16个全民健身日。今天，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体荟魔都’全民健身

日”主题文化沙龙暨全民健身“600指数”发

布仪式在上海大世界举行，《2023年上海市

全民健身发展报告》发布。据统计，上海市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50.5%。

为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群众体育，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全民健身模范城市，进一步厘清

区域内全民健身发展的状况和问题，上海市

体育局制定了《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评

估办法（2021—2025年）》（以下简称“   指

数”），上海体育大学公共体育服务研究中心

作为第三方承担了“600指数”的评估工作。

上海全民健身发展“600指数”由“健身设施”

“健身组织”“健身活动”“健身指导”“体质健

康”“市民参与”六个单项指数构成，包含6个

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以及53个三级指

标，其中每个一级指标各100分，合计600分。

《2023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显

示，上海市全民健身“600指数”为486.7，其

中健身设施58.7，健身组织78.1，健身活动

86.0，健身指导82.9，体质健康97.0，市民参

与84.0。《报告》显示，2023年上海市全民健

身“600指数”总体较高，其中“体质健康”指

数最高，“健身设施”指数最低，“健身指导”

较上一年进步明显。上海市持续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市民总体健

康水平良好，市民满意度稳步提升。

健身设施方面，2023年，上海市各区继

续推进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新增体育场地面积251.68万平方米，共完成

健身设施重点项目1888个。截至2023年

底，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0平

方米。健身组织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市

共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1327

个，体育健身团队74478个，每万人拥有体育

健身组织30.5个。全市共有社区体育俱乐部

数量160个，街镇覆盖率为74.4%。健身活动

方面，2023年，上海市各级体育部门牵头举办

各级各类赛事活动18754场，1122万人次参

与。健身指导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

有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63198名，达到常住

人口的2.5‰。全年共开展体育服务配送进

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单位、进军营共

36503场，其中体育服务配送进社区服务市民

155万人次。体质健康方面，截至2023年底，

本市实现了区级体质监测指导中心全覆盖，

社区体质监测街镇覆盖率为80.9%。市民参

与方面，2023年，上海市、区、街镇三级投入全

民健身人均日常工作经费为31.4元。

本报记者 李元春

《2023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今发布

过半上海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越来越多的人把运

动健身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运动营养”也成为

健身人群关注的话题。运动前后该吃什么？

如何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能量？记者

采访了上海体育大学运动健康学院教授、运动

营养教学团队负责人史仍飞，请他作答。

是否摄入要看需求
在电商平台，主打“恢复能量”宣传的产

品比比皆是，各类蛋白棒、代餐、肉肠等产品

也常常带着“增肌”“能量”“低脂”等标签。

什么叫运动营养食品？史仍飞教授说，从目

前的标准而言，是指为满足运动人群（指每

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持续时间

30分钟及以上、每次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

上的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及对

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

品。运动营养食品的适用人群除运动员以

外，还有进行长时间或高强度训练的运动爱

好者，以及有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如缺乏

某些营养素、需要增肌或减脂的人群。

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运动营养食品，考虑

的因素是运动强度、身体反应等，比如是否

疲劳、乏力或者恢复缓慢、营养不足等。首

先还是以正常的饮食为主，结合自己的运动

负荷，考虑补充运动营养食品。在难以自行

判断的情况下，应遵循医生或营养师建议。

不能代替日常饮食
史仍飞教授认为，真正有健身需求的人

的确要有严格的“饮食菜单”，比如说瘦身人

群要严格控制热能食物，增肌人群要增加蛋

白质食物等。但是，对于普通的健身爱好者

而言，应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平衡膳食

宝塔的饮食内容。

膳食多样化，合理根据身体锻炼情况安

排一日三餐和必要的加餐。具体来说，运动

前，可吃富含碳水化合物和镁的香蕉，搭配

一些富含高纤维和复杂碳水化合物的燕麦，

以及含有健康脂肪和蛋白质的坚果，提供持

久能量；运动后，可食用肉、蛋、乳制品等优

质蛋白质，以及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

化剂的水果蔬菜，促进身体恢复。

有些人觉得，运动营养食品营养成分

高，可以作为平时的营养加餐，或直接代替

日常饮食，也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这

是错误的。“运动营养食品可以偶尔加餐以

应急，但不建议代替日常饮食，即使健身人

群也不能完全依赖运动营养食品。”他说。

增肌和减脂不对立
刚进入健身圈的“小白”，常在增肌和减

脂之间徘徊。史仍飞说，从字面上看，增肌

表现为增加了体重，减脂是减轻了体重，好

像两者有矛盾，其实两者是不矛盾的。通常

的增肌方案是运动和营养干预（能量+蛋白

质），减脂方案也是需要运动和低能量的膳

食控制相结合，只是在运动方式、营养补充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简单地说，减脂、增肌是有可能同步进

行的，但是很难。减肥的过程中，减掉的体

重包括脂肪、水分和肌肉。减肥时，补充充

足的蛋白质，再结合抗阻力量训练，能减少

肌肉的损失。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