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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体育＋” 促进“＋体育”
——代表委员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体育力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体育元素
出现在提振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等多个领域。代表委员们认为，这
反映了体育的社会功能正在拓展，“体
育＋”“＋体育”模式正成为建设体育强
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如
何通过体育提高国际影响力、经济生产
力、社会亲和力、文化传播力和国民“健
康力”，是新时代体育工作者应当主动思
考和研究的课题。

“老委员”的新体会

“作为一个‘老委员’，感觉这两年体
育界别的工作思路一下打开了。体育工
作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体育工作者责
任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副主席杨扬说。连续担任第十三届
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形象地将
现在的体育工作比作一把“钥匙”，可以
打开医卫、文教、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
的大门。

杨扬的履职历程也与她自己的观察
相呼应。一方面，作为供职于国际组织
的中国体育人，近年来她一直在思考如
何通过体育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建言献
策。另一方面，她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
基层，去年就多次参与了全国政协教科
卫体委员会组织的“冠军思政课”品牌活
动，为孩子们带来科学健身课和中华体
育精神宣讲。

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国家
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前所长谢敏
豪，也在履职过程中有了“跨界”的体
验。由于多年从事运动人体科学研究，
他在担任本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就运
动与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
的意见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回复。

“体育强国应该是一个‘双强’的概
念。”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中国
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说，“一方
面，体育领域自身要强，要在竞技场上不
断取得突破、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体育
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能
力也要不断加强，要从更多维度为国家

发展添砖加瓦。”

大产业的新机遇

鲍明晓的观察是许多代表委员的共
识，也正在多个领域成为现实。众多“体
育＋”版块中，如何释放文化、旅游、体育
消费的潜力，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
点之一。

“精品赛事对文旅产业的拉动作用，
已经实实在在被感受到了。”全国政协委
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丁亚琳介
绍说，在去年武汉马拉松、“武网”等赛事
活动成功经验吸引下，今年湖北文旅集
团旗下的每个 5A 级景区都在策划以至
少一个体育项目为核心，打造赛事“IP”。

丁亚琳此次的关注点在于进一步促
进赛事经济发展，许多想法都产生于基
层的一线调研。“不同城乡对赛事的需求
有差异，应发挥好头部赛事的牵引作
用。比如，可以把预赛阶段或分站赛从
头部城市向下延伸，或者和群众参与性
赛事形成互动。”她说。

备受关注的冰雪产业讨论中，全国
统筹挖好这座“富矿”成为共识。全国人
大代表、无锡灵山文旅集团战略规划委
员会主席吴国平认为，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催生了南北联动、四季运营的产
业新生态，南方城市可通过“室内场景创
新、南北资源互补和科技绿色赋能”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南北方之间可加强互
动，构建冰雪经济共同体。

体育还可以成为促进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的前沿阵地，并为传统行业带来新
机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技体育
训练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说：“前沿技术
正在体育训练、赛事转播、运动康复中改
变着体育的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体育
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可以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培育新动能。”

“作为企业，我们非常看好体育市
场。”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华阳碳材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童明全介绍，“从碳纤
维原材料的应用方向来看，体育用品所
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这两年增长趋势

非常明显。”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中阳
县福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社工部部长许
连红则表示，养老行业对专业体育器械
和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希望能有更多企
业参与到开发中，满足老年人康复、康养
方面的需求。

健身潮的深融合

多名代表委员表示，想要真正释放
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力，关键在于让体育
成为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提
振体育消费市场与构建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两项
工作。

“户外运动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应该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多向群众开放相关资
源。”鲍明晓说，一些体育公园、露营营
地、社区健身房，即便其本身为公共服务
性质，但如果设计合理，也能吸引其他业
态在周边落地，同样可起到以体育公共
服务带动消费生态形成的作用，最终达
到经济与健康收益的双赢。

而对于如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鲍明晓此次提出了推广社
区健身房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社区健身
房可与社区医疗服务站共同组成居民健
康监测和干预的“前哨站”。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
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也建议，老旧小区
在改造过程中应走向精细化，将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健身和健康的多元需求考虑
在内。

“全民健身的要求是什么？到底怎
么 做 ？ 今 年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得 很
细。”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谢
敏豪感慨于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中功能的变化。他在今年的全国
政协体育界别小组会议上提出，为了将
新的精神落在实处，应在报告中更多体
现融合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受到了许
多委员的认同。

“青少年的健身工作至少需要体、
教、医三者的融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

说，“我们从2018年开始启动青少年脊柱
与视力健康专项推广活动，发现青少年
中存在的脊柱功能欠佳等问题，许多都
与缺乏运动有关。但在开具运动处方、
进行健康干预的过程中，医疗评估必不
可少。”

软实力的大文章

在多年的一线工作中，厉彦虎一直
在呼吁“孩子们需要在阳光下奔跑”。
他说：“这不仅是因为青少年的身体成
长需要阳光，也因为体育是最好的人格
教育。”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发挥中华
体育精神凝聚人心、振奋国人的力量，在
新时代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动能，在
代表委员间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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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璐娜认为，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加强与
国际体育组织的合作等，是激发民族自
豪感、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主席刘国
梁表示，应当发挥优秀运动员的正向引
领作用，用体育锤炼青少年的意志、韧
性、抗压能力和爱国主义情怀等优良
品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单县一中副
校长樊董伟说：“体育是一种让人受益终
身的教育，它的潜在功能应被更加充分
地认识到。”在单县一中，樊董伟为学校
排球队定了一个目标——“让每个孩子
有扬在脸上的自信、住在心里的善良、留
在心里的骨气和写在生命里的坚强”。

如今，体育的育人功能正受到越来越
多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杨扬回忆道，当残
奥会跳高冠军、中国残奥委员会副主席侯
斌在“冠军思政课”上现身，讲述自己如何
从一个走路都容易摔跤的独腿工厂工人，
成长为打破世界纪录的残奥会冠军时，

“现场孩子们的眼睛，都是亮的”。
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 王镜宇 刘扬涛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徐鹏航）记者 11 日从国家医保
局获悉，截至2月底，全国共103个统筹地区开展即时结算，占统筹地
区总数的26％，覆盖定点医疗机构4.37万家，定点药店6.76万家，即
时结算拨付金额387.31亿元。

长期以来，“回款慢”是医药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今年1月9日，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的通知》，要
求各省份严格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推进即时结算。

据悉，79个统筹地区在缩短月结算时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拨
付频次，如安徽省对住院费用逐笔汇总，次日按 60％的比例拨付医
院；福建省厦门市采用“日报、日审、日拨”的形式，将基金拨付时限
压缩至最短 1 个工作日。此外，部分统筹地区还探索对医疗机构进
行分类确定结算时限，如河南安阳根据医疗机构绩效考核结果，分1
日、3日、7日开展结算。

同时，61 个统筹地区选择扩大即时结算范围，将即时结算的基
金范围从基本医保基金扩大到大病保险基金或医疗救助基金。

此外，基金预付和即时结算协同赋能。截至2月底，29个省份建
立预付金制度，17个省份预付基本医保基金484亿元（其中职工医保
基金326亿元，居民医保基金158亿元），其他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将
于3月底前完成拨付。

103 个统筹地区
已开展医保即时结算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雨萧）记者 11 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全国企业
销售收入增速较 2024 年三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不断显现。

2024年9月底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已出台
的存量政策落地见效，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

数据显示，制造业稳定增长，装备制造支撑作用较强。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2 月，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6％。其中，装备制
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

同期，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6％，其中，高技术服务
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7％和 9％；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6％。

此外，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7.1％；电视机等家
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23.3％和
56.1％，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28.5％
和17.4％。

数据还显示，生态环保服务增长较快，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
速。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2 月，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推
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9.3％、26.8％和 12.1％，太阳能、生
物质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6.7％、
10.9％和 6.1％。

税收数据显示我国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