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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技防”守住安全底线

来游泳还能获取“健身报告”

期待更多女孩
走上运动场

A11A11

上万名篮球少年
开启追梦之旅

随着申城气温不断升高，不少市民选择以游泳的方式来
消暑，7月5日上午，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光圣一行赴上海
游泳馆、威尔仕襄阳北路店、素凯泰酒店游泳池，开展夏季游
泳场所安全开放检查工作。今年本市夏季游泳场所开放时
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并自2023年7月1日起，恢复执
行游泳池内人均游泳面积应不小于2.5平方米的标准。截
至7月5日，全市游泳场所的开放数量为825家。

如何做好夏季游泳场所开放的安全措施？此前召开的
2023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动员大会强调：
安全始终是游泳场所开放的头等大事，各单位要提高站位，
树牢安全理念；抓牢重点，细化监管措施；提质增效，落实配
套任务，努力为广大泳客营建安全、卫生、文明、和谐、智慧的
夏季游泳开放环境。 专题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本报记者 丁荣

一家走过113年历史的体育社团，
一张创刊94年的民生大报，在新时代
共话上海精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
7月6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领导颜建
平、王智华一行造访新民晚报社，与新
民晚报社领导会晤。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一行参观报史
长廊，深入了解《新民晚报》的历史发
展。双方在报史长廊找到了诸多历史
交集。其中最瞩目就是1985年5月，
拳王阿里应邀来上海造访新民晚报
社，同时还参观了上海精武体育总
会。1985年5月19日，拳王阿里到达
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出现在了当时《新
民晚报》位于九江路的报社内，报社门
口，闻讯而来的市民早已围得水泄不
通，成为一段佳话。

随后，拳王阿里又来到位于虹口
区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参观。当时精
武会刚刚恢复拳击训练，小拳手们正
在刻苦练拳。拳王阿里在看完训练
后，脱下西装，逐个对运动员的姿势和

步伐做了具体的指点。他说：“中国的
拳击运动员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训练
得当，取得世界冠军是没有问题的。
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中国的运动员
朋友们提高技巧，争取在奥运会上夺
得冠军！”当时，《新民晚报》全程采访
报道了拳王阿里在上海的行程。

看报史，话当年，上海精武体育总

会与新民晚报社领导认为，两家单位
之间具有历史渊源，应当再续前缘，在
新时代携手创造新的佳话。参观报史
长廊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领导与新
民晚报社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双方
共同学习上海精神，共话践行“两个结
合”，并就传承弘扬精武文化，连接中
外，沟通世界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暑气正盛的七八月份，并非开展
垂钓的理想季节，但倘若真有新入门
的爱好者手痒难耐，那不妨就先收好
下面这份夏日垂钓注意事项。

垂钓运动瞧着静态，却也很“看天
吃饭”。上海市钓鱼协会秘书长范艳
琳告诉记者，夏日垂钓的第一项就是
要“钓阴不钓阳”。“夏季白天垂钓，假
如选在没有遮阳的地方，难受的不仅
是垂钓者，容易中暑，就连鱼也很难上
钩，因为鱼也怕热。”通常来说，上海的
七八月份都较热，晨钓或者夜钓是更
值得推荐的方式，如果爱好者仅白天
有空闲的话，那就一定要注意遮阳。

每到夏季，市民们对天气预报的
关注大多会有所提升，范艳琳提醒，在
留心预报中的数据时，最好将气温和
湿度结合起来看。当较高的湿度叠加
较高的气温，这考验的不仅是垂钓者
本身，也是在跟经过科学验证的垂钓
成功几率做抗争。范艳琳表示，当天
气的负面作用力较大时，另择日出门

垂钓才是推荐的选择。“像我们协会或
者别的钓鱼机构办比赛，大多也都会
避开七八月份这段最热的日子。”

当然，假如碰上了降雨不超过中
量标准的非雷雨天，雨水起到一定降
温效果，那这样的情况倒也适合垂钓
爱好者出动。小到中量的降雨，一方
面它们基本不影响垂钓者的视线，另
一方面落下的雨水会将空气中的部分
氧气带入到水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水中的含氧量，增加鱼上浮咬饵的几
率。

但假如碰上的是雷雨天或者雨量
较大，那就不适合开展垂钓了。避开
雷雨天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避开较大
的雨量则是为了出行安全、保障视线
和有效垂钓。“当特别大的雨落进水里
时，鱼会有主动避开的自然本能，就不
太可能钓上来。”另外提醒一句，无论
哪个季节，大风天气都不适合开展垂
钓。这其中除了有对人生安全的考虑
外，也是由于在大风拨乱水面时，垂钓
者顺利抛竿和鱼咬饵的概率都很低，
此种情境约等于无效钓鱼。

夏日“钓阴不钓阳”

垂钓季节“配方”请收好
“精武”“新民”共话上海精神

助力精武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近年来上海始终在探索
游泳场所的安全问题，“人防”+“技防”
是目前上海普遍采用的安全保障手
段。在位于张江的尚科游泳健身中
心，就采用了一套“3S泳者安全预警
系统”，配合救生员完成游泳场所的安
全保障工作。

高大敞亮的池区空间，50×25米
的标准泳池，一池碧蓝的水，让人一见
就有入水的冲动。当泳客在池中游
泳，上方的大屏幕则呈现为戏水的“小
鸭子”。显而易见的是，男性为“小黄
鸭”，女性为“小粉鸭”。上海体育大学
副教授、上海游泳救生协会副会长吴
作好介绍，这套系统配合放置在泳客
泳帽上的芯片，不仅能实现实时定位，
还能在泳客脑袋没入水面后，即开始
进入预警状态，共分为“安全”“注意”

“关注”“跟踪”“警示”“警报”六个预警
等级，从10秒起每隔5秒逐级提升，并
在大屏幕上予以显示。在这套系统的
帮助下，救生员可以更加及时地发现
险情，并减少寻找险情位置的时间。

其实，除了吴作好开发的这套系
统外，上海不少游泳场所内也配有类
似的系统，通过“人防”+“技防”的手
段，原理从红外线到摄像头算法监控
不等。“我们最初也有过通过摄像头
来开发系统的想法，但受到摄像头准
确率只能达到95%的限制，才选择了
现在无线定位加涉水警报的方案。”
吴作好介绍，虽然95%的准确率看似
不低，但在游泳场所这样涉及市民生
命安全的场合却远远不够。“必须确
保系统 100%的准确率，才是对市民
的负责。”

在完成了“3S 泳者安全预警系
统”后，吴作好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
步，而是继续“迭代升级”，让这套系
统能在市民游泳时发挥更大的作
用。“我们最新一代的系统，从原本1
米左右的精度，提高到了如今定位精
度达到20厘米左右。”定位精度的提
升，除了进一步保障系统“技防”的安
全性外，也为系统提供了新的使用场
景。

目前，吴作好正在开发相关的应
用程序，让市民通过升级后的系统，
能完整地呈现泳客运动时的路径轨

迹，计算每次游泳有效锻炼的时间
和距离。

“其实我们很多市民参与游泳健
身都是经验性的，他只能靠自己感觉
身体素质的提升，游泳水平的提高。”
而通过场馆内的体测设备搭配系统
的游泳数据，就能让市民直观地看到
自己的提升，比如“游了一个月我瘦
了几斤，肌肉提高了多少？”“我每次
能连续游多久，通过锻炼我的有氧能
力是否有提升？”在吴作好的设想中，
未来每个前去游泳的市民都能获得
专属于自己的游泳健身报告。

100%准确率
才是对市民负责

大数据让市民游得更健康

3S泳者安全预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