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2025年6月29日 星期日 编辑 王春苗 张健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4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

又是六月考试季，随着各地中考陆续落

幕，中考体育成绩也成为社会关注话题。

近五年来，体育中考改革步伐加快，分值

提升、形式革新。这项关系千家万户的考试，

因何而变，又都改了什么？

以考“破题”，倒逼孩子“动起来”

4月16日一早，安徽省合肥市中考体育

考点、第七中学南门外聚集了不少考生，在领

队老师指导下有序热身，外圈围着送考家长，

盛况几不亚于文化课考试。

每年在体育中考集中的四至五月，这样

的场景都会在各地上演。体育曾是被忽略的

“副科”，如今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

这种变化，与改革“动真格的”、中考体育

分值不断攀升直接相关。

近年来，青少年“小眼镜”“小胖墩”“小豆

芽”“小焦虑”等四小问题凸显。连续几年数

据显示，我国6至17岁青少年约五分之一面

临超重和肥胖；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超50%；约

有500万名中小学生出现脊柱健康问题……

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连续发布，要求改进中

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

并逐步提高分值。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

根。”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认为，为

扭转青少年体质困境，体育中考是行之有效

的“破题点”，用“指挥棒”效应倒逼家校重视，

让孩子们切实“动起来”。

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李华海

说，云南中考满分700分，体育占的100分举

足轻重，各方重视程度自然提升。

随着改革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日益落到

实处。江西芦溪县的一名家长曾德喜说，孩

子过去常生病，如今体质变好，假性近视改

善，“心态也更阳光，甚至文化课都进步了。”

从今年情况看，合肥市区共有4.28万名

学生参加体育中考，45.57%的考生获得满分

60分，平均分达到57.42分；北京延庆区香营

学校平均分达到 49.3 分（满分 50 分），自

2022年以来，该校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从

22.7%跃升至51.1%。

小学也提前“备战”，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学生的体测优秀率在六年间提升了约15%。

提分扩容，体育中考改了啥

随着相关文件政策不断出台，各地切实

“动了起来”，主要改革趋势如下：

——分值权重跃升，体育渐成“主科”

2020年，云南率先将中考体育从50分提

高到100分，分值上与语数外持平，体现了体

育“主科”地位，也符合国家文件中“体育与语

数外同等重要”的导向。

其他地区积极跟进。河南自去年起将体

育分值由70分提升至100分；北京近年来将

体育由30分逐步提至50分，并发文明确在

2029年达到70分；江西则从2015年的10分

逐步提升到60分并延续至今。

——完善考核结构，优化评价体系

不少地区摒弃了传统的“一考定终身”，

转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北京要

求学生在四、六、八年级分别进行考核，并纳

入体育中考总成绩；江西南昌要求初中生每

年体测成绩计入总分，倒逼学生日常锻炼。

一些地区对评分方式进行了创新。疫情后，

云南一度将中长跑项目由“计时”改为“计次”，学

期内跑够次数即合格，保障安全也培养运动习

惯；此外，可将竞赛成绩折算入中考分数。

科技手段应用日益广泛。合肥包河区教

育体育局副局长张艳说，当地正在探索将AI

等智能设备应用于过程性评价，“比人工更准

确，也防止争议。”

——丰富项目设置，满足个性需求

王宗平认为，体育中考改革应优化项目

设置，体能与技能并重。

北京近年来将项目由“8选3”扩充为“22

选4”，兼顾素质项目与个人兴趣；江西鹰潭

将中长跑作为唯一必考项，其余项目“6选

2”，涵盖篮球运球、排球垫球等，鼓励学生掌

握1至2项运动技能；在广西，民族体育项目

成为一大亮点，南宁将抛绣球纳入中考，侧重

“玩有所得”。

一考永逸？配套改革不能少

体育中考改革成效初显，但深入探讨仍

在继续。

张艳认为：“没有完美的考试。目前的体

育中考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数年实践

下来运转流畅，家长、老师和学生普遍接受。”

她觉得，第一步还是重在倒逼“动起来”，改善

青少年体质；未来可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

学校体育并非一“考”永逸。针对一些

“考什么练什么”的体育应试倾向，合肥市教

育局副局长陈雪梅说：“学校体育需要各项工

作的积累，在此基础上，体育中考才能真正发

挥其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牵引作用。”

配套改革正同步深化。今年以来，各地

教育部门要求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体育

活动两小时”，对保障运动时长、丰富体育活

动提出刚性要求。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开展

“体育是第一学科”改革，学生可以在体育课

上自主选择项目；江西芦溪镇第三中心学校

的课后服务提供多种体育“菜单”，学生参与

率高达99.1%……

“要让‘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

浸润校园。”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

说，体育塑造完全人格、培养核心素养的作用

不可忽视。除了中考之外，还应“持续进行体

育教育改革，构建育人新生态。”

考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如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是让青少年在运动中强

意志、健身心。”陈雪梅说。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考体测为啥改？改了啥？
——体育中考改革观察之一

新华社记者 许仕豪 李丽 周畅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中考牵动万千家庭，中
考体育测试也备受关注。2020年10月，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接连发布，要求强化体育评
价，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
办法。

在文件颁布五年之际，新华社记者
赴多地调研体育中考改革情况，围绕“改
了什么？有何成效？还怎么改？”等话
题，推出“体育中考改革观察”一组三篇
稿件，即日起每天播发一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

年肿瘤防治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紧迫的挑战

之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肿

瘤新发病例数占比60.7%。

怎样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一仗？时值全

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听听专家怎么说。

民间偏方不可信 个性化治疗有选择

中国抗癌协会最新报告显示，我国老年

肿瘤新发病例数在增加，常见恶性肿瘤主要

为肺癌和消化系癌，约占老年人群恶性肿瘤

新发病例的65%。肝癌、淋巴癌、前列腺癌、

血液肿瘤等也多见于老年群体。

“老年人患癌并不少见，这与年龄增长带

来的基因突变有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

副书记、中西医结合科暨老年肿瘤科主任医

师薛冬介绍，老年肿瘤与致癌因素长期积累、

细胞和微环境老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与非老

年群体相比，老年患者肿瘤疾病谱和就医诉

求均有所不同。

肿瘤患者往往存在病急乱投医的现象，

老年群体在治疗上还有多重表现。有的老人

寄希望于“神医妙药”，听信民间偏方；有的拒

绝正规治疗，认为“做手术伤元气”“化疗和放

疗会缩短寿命”；还有的担心花费大，索性直

接躺平。

“抗癌路上，高龄不可怕。”薛冬说，老年

人抗癌既不能简单照搬年轻人的治疗方案，

也不能轻易放弃治疗，而是要综合考量疾病

情况与治疗意愿，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生存质量很重要 中西医结合更有效

研究表明：通过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

质量，能够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

在西医治疗上，老年癌症有了靶向药物、

免疫治疗等新治疗选择。而中医药，也有很

多用武之地。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医师张彤说，老年人本身脏腑功能偏弱，患癌

后更容易导致气血亏虚、正气不足。中医注

重固护老年患者的正气，注重脏腑本“虚”的

体质基础，着重从补气、养血、温阳、滋阴的层

面加强扶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暨

老年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元青说，临床实

践证明，中草药汤剂、针灸、中药穴位贴

敷、中药泡洗熏蒸等中医传统治疗手段，

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患者在放化疗期间

的痛苦。

止吐方、止痛方、消胀方……多家医院针

对肿瘤领域的中医治疗，都有自己独特的中

药制剂或处方，用于缓解患者在放化疗后的

不适。

此外，对于化疗期间的恶心呕吐、食欲不

振、便秘等消化道不良反应，中医护理可以通

过针刺、穴位贴敷等外治方法配合西医内科

治疗，减轻不适症状；对于放疗期间经常出现

的皮肤黏膜损伤、口腔溃疡以及放射性肠炎

等并发症，中医护理可以采用中药泡洗熏蒸

等方式来缓解症状。

早筛早诊是关键 编织关爱防护网

老年抗癌，更要抓好早筛早诊。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组织做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

检，对健康风险较高的相应增加随访频

次。

织密老年肿瘤“防护网”，多地在行动：江

苏省盐城市为60岁至69岁常住老年居民免

费开展12项肿瘤标志物筛查；黑龙江省大庆

市为45岁至74岁户籍常住人口开展肺癌、乳

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五癌”免

费筛查……

张彤说，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传统功法

可以帮助老年人提高正气，增强抗病能力。

同时，老年人应做到饮食有节、营养均衡，选

择低糖、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的“三低一

高”饮食。特别要注意戒烟限酒。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成功研发了全球首个基于多模态人工

智能的早期蕈样肉芽肿辅助诊断系统，为癌

症检测提供了新的有效工具。

“科学与关爱作处方，更多老年癌症患者

将会安享金色晚年。”薛冬说。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高龄不可怕！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一仗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彭韵佳 田晓航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樊曦）记
者从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28日起，

铁路部门在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19

座车站试点开展“轻装行”服务，为旅客提供

“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铁路

12306APP、微信小程序同步推出“轻装行”功

能，旅客可通过线上预约办理，将有效减轻携

带大件行李出行的负担，乘坐火车出行更加

方便快捷。

中铁快运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同城距离车

站35公里内，旅客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以下两

种“轻装行”服务。一是出发旅客“门到站”行

李搬运服务。选定此项服务后，由工作人员到

旅客指定位置上门收取符合托运规定的行李

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送至旅客乘

车站台或指定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二

是到达旅客“站到门”行李搬运服务。选定此

项服务后，由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

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收取行李，在

约定时间内运送至指定位置。

该负责人介绍，已购车票的旅客可通过

铁路12306APP、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

务。办理“门到站”服务时，在开车前48小时

至4小时预约；办理“站到门”服务时，在列车

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工作人员在取

件后5小时内送达指定位置。以上服务在工

作人员取件前，旅客可随时取消订单，不收取

任何费用。

旅客选择“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和尺

寸需符合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

即每名儿童旅客可携带10千克，每名外交人

员可携带35千克，其他旅客每人可携带20千

克，普速列车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

160厘米，动车组列车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

不超过130厘米。同时还应符合国家铁路

局、公安部公布的《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

和托运物品目录》相关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轻装行”服务试点初期

按件计费，价格为“出发地至车站”和“车站

至目的地”68元/件，“出发地至所乘列车站

台”和“所乘列车站台至目的地”98元/件，

后期将根据市场需求、运营成本等因素动态

调整。

高铁出行新福利

铁路“轻装行”服务6月28日启动

新华社合肥6月28日电（记者何曦悦）全球首艘纯氨燃

料内燃机动力示范船舶“氨晖号”28日在安徽合肥巢湖水域

首航成功。这标志着氨燃料在船舶领域的工业化应用取得重

大突破，为航运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

全新路径。

氨是当前化学工业一大重要原料，由于其高能量密度，以

及不含碳元素、完全燃烧后仅产生水和氮气的特性，氨燃料应

用潜力巨大，被视为航运脱碳的“潜力股”，近年来日本、挪威

等国的多家航运公司纷纷投入氨动力船舶的研发。国际能源

署报告预计，到2050年氨将占航运能源需求的45%。但氨燃

料的应用也面临着点火难、燃烧不稳定等挑战。

此次首航的“氨晖号”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

究院与旗下的深圳海旭新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搭载一台

200kW的高速气体内燃发电机组、2台100kW推进电机及双桨

推进系统，满载50吨，额定航速为10节。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安徽省能源实

验室）氢能源和氨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殿武介绍，经过两

年多的研究，团队攻克了纯氨燃料等离子点火技术、纯氨燃

料持续燃烧技术、氨气高效催化裂解产氢技术、氢氨混合气

体燃料在气体内燃机高效燃烧及控制技术等多项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研制了纯氨燃料燃烧器、多型号氨气高效催化裂

解产氢装置等系统装备。此次下水试验实现了纯氨燃料的

稳定充分燃烧、二氧化碳的近零排放和氮氧化物的有效控

制等预期目标，充分验证了氨氢融合燃料未来可推广应用

到海洋运输、陆上交通、工业和生活锅炉以及固体燃料电池

等领域。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秘书长王俊利表示，纯氨动力示范船

的成功运行，对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水上交通能源

体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未来纯氨内燃机发电机组如果能

达到兆瓦级，应用范围会更加广泛，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意义

重大。

全球首艘纯氨燃料内燃机
动力示范船舶首航成功

夏天到了，洞洞鞋因其颜值高、柔软、舒适等特点，在日常

生活中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但如果穿着不当，“网红鞋”也

可能导致脚部更易受真菌感染，产生“崴脚”等运动损伤，对儿

童也可能导致足部发育不良。

“洞洞鞋虽然有很多洞，但设计上仍有很强的包裹性，其

实并不透气。”在广州市皮肤病医院，真菌专病门诊负责人高

爱莉为患者解开误区。她表示，洞洞鞋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

境下长期穿着，会增加脚部真菌感染的风险，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脚气”“脚癣”。

她表示，比起网面鞋、布鞋来说，洞洞鞋吸汗性不强。而

对比同样以塑料材质为主的拖鞋，整体透气性更弱。这两方

面都可能让洞洞鞋更容易产生潮湿的环境。

她进一步解释说，脚气的高发部位之一是脚趾缝间，洞洞

鞋则以塑料材质紧紧“包”住了脚趾前和两侧，因此，脚趾缝难

以干燥通风。一些洞洞鞋的柔韧度不够，长期与足部摩擦容

易导致皮肤屏障的受损，也为真菌感染提供了机会。

“如果要穿的话，首先要尽可能保证宽松；其次，可以穿吸

水性好的袜子，一方面可以把脚汗吸到袜子上，另外一方面也

可以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也可以用一些爽身粉保持脚部干

燥。”高爱莉建议。

除真菌感染，穿洞洞鞋也可能更易导致运动损伤。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亮说，近期经常接诊

因洞洞鞋穿着不当而导致足部损伤的患者。

他表示，洞洞鞋的鞋底没有很好的足部支撑，而当足部的

平衡弱的时候，再踩到不平整的路面，就容易造成崴脚等损

伤。洞洞鞋的缓冲不够，如果患者有基础的扁平足，可能相对

加重足底肌肉的负担和疲劳。

据赵亮介绍，有一位患者，之前因打羽毛球有过踝关节损

伤，但因为工作原因，长期需要穿着洞洞鞋站立，时间长了后，

踝关节损伤就加重了。到就诊的时候，已经有关节软骨损伤、

关节积液等现象。

赵亮表示，对儿童而言，洞洞鞋长时间穿着可能导致足弓

塌陷，影响足弓的正常发育。而足弓是维持人体重心平衡的

关键结构，足弓塌陷会引发扁平足。

赵亮建议，不管是儿童还是青少年、成年人，都不宜长期

穿洞洞鞋，建议将其作为休闲鞋偶尔穿着，平时多穿有良好支

撑和足弓承托的运动鞋或皮鞋。（新华社广州6月28日电）

夏天到了，小心“网红鞋”成为“踩坑鞋”
新华社记者 马晓澄 钟焯 徐弘毅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魏弘毅）记者从水利部获

悉，水利部28日组织防汛会商，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态势，

围绕新一轮强降雨针对性部署防御工作。

据预报，6月29日至7月1日，我国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

部南部、西北东部、华北大部、黄淮中部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

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

南部、安徽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四川东部

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提醒，本轮强降雨强度大、范围广，部

分地区降雨区重叠度高。受其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

江沱江嘉陵江、中游支流汉江，黄河下游大汶河，淮河上游干

流及沂沭泗水系，海河流域子牙河支流滹沱河，珠江流域西江

上游红水河及中游支流郁江，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南岸支流拉

林河、阿什河、蚂蚁河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嘉陵江支

流涪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

较大洪水。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向强降雨覆盖的有关省份

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指导督促落实落细各项

防御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

情发展态势，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做好中小河流洪

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强化水库安全度汛，抓好堤防巡查防守，

落实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措施等。

水利部安排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

6月28日拍摄的洪水
中的榕江县城街道。

经会商研判，贵州省
榕江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决定从2025年6月
28日12时30分起，将第6
号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
为防汛Ⅰ级应急响应。目
前榕江县各单位、部门正
在组织城区群众转移到安
全地带。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