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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逼得健身人
群从户外转至室内，从线下改到线上，
由此催生一场全民“云健身”。疫情过
后，大众健身会趋向正常化，户外、场
馆健身依然会成为主流。但抗疫诱发
的“云健身”因其简便易行而仍将具有
生命力。

疫情催生全民“云健身”

受疫情影响，过去几个月里很多
人不得不减少外出，体育锻炼也首当
其冲受到严重影响，平日里的广场舞
音乐没了，路跑的人少了，健身房、游
泳馆至今还有一些未能复工，健身似
乎成了“奢侈品”。

但这个“奢侈品”其实是“必需
品”。健康中国的建设和每个人的健康
息息相关，每个人的健康又和体育锻
炼、全民健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
次全民抗疫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免
疫力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值得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
意识到这一点。疫情期间虽然健身房
去不得、户外活动也不提倡，居家健身
却悄然流行开来。“虽说健身是个人的
事情，但如果能有人一起相互打卡‘监
督’，确实会更有劲些。”每天都会居家
健身并在网上“打卡”的南京市民王东
说，“这次疫情，我和周围一些朋友都
学会了云健身。”

疫情发生以来，“云健身”逐渐成
为很多人的必修课。给全民健身增添

“云教程”，则是疫情期间不少健身企
业、体育从业者的选择。健身机构纷纷
推出线上服务；健身教练在直播平台

当起了健身“网红”；很多退役和现役
体育明星也拿出“压箱底”的绝活，录
制视频指导大众健身。

上海武术院主办的“武术云挑战”
活动吸引众多武术爱好者参与。近35
万人登录活动页面，900 余人上传视
频，70万人次参与投票。

业内“大鳄”们也纷纷出手，PP体育
直播区里，各类居家健身课程占据了大
量直播时段；阿里体育联合优酷面向青
少年推出“在家也能上的体育课”……

疫情去后，“云健身”能留下什么？

“云健身”虽好，但无论是体育圈
人士还是普通健身群众，都认为目前

“云健身”的很多内容只是权宜之计，
如何把疫情“逼”出来的好办法、好点子
变成整个行业的“收获”，如何把线上和
线下更好地结合起来，将是未来一段时
间体育从业者需要解答的考卷。

业内人士认为，疫情期间“云健
身”给全民健身带来了多重好处，首先
是进一步唤醒大众的健身意识，重塑
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体育锻炼的消
费需求将会涌现新的动能；其次，“云
健身”养成的运动习惯还是会有所保
留，这和业内一直追求的培养大众运
动习惯的目标是一致的；再次，“云健
身”也迸发出很多新的形式和机会点，
也许是未来健身行业新的引爆点。

但凡事利弊两现，“云健身”也有
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体育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鲍明晓表示，体育主要是一
个社交平台。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体
育是强体验性的，线上“云健身”达不

到即时互动的效果，而且很多体育活动
暂时都无法通过“线上”解决。因此，疫情
之后全民健身回归线下是必然的。

当然，“云健身”势必“回归”线下，并
不意味着“云健身”就会消失。上海体育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海认为，此次
疫情或可加速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互联
网基因植入，基于线下场景的健身休闲
产业将加强线上教育和培训，实现多元
化的经营模式。多家健身企业都表示会
加强线上渠道的搭建，Shape塑健身就透
露其目标是两年之内线上业务收入占到
总收入的20-30%。业内人士认为，虽然
目前网络课程、体育培训直播等的变现
能力很弱，但这股风潮未来也有可能催
生出更多业态。

更重要的是，“云健身”对人们健身
方式和习惯的改变会一直存在下去。

全民健身“云时代”悄然降临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陡然令“互联
网+”在全民健身领域升温。实际上，这
些年互联网等技术一直在强化“+全民
健身”，全民健身的“云时代”早已起步。

过去一年多里，上海的一些健身爱
好者发现，身边多了一种无人值守球场，
只需扫码即可进门健身。这是上海洛合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九回共享运动
场，“场地是政府的，我们负责运营，一个
场地投入5-8万元安装监控、闸机、广播
等设备，上午免费，下午和晚上低价运
营，实现其公益化属性，”洛合体育董事
长戴富祺说，“我们现在60个场馆只需4
个管理人员，建立了紧急救援系统，卫生
维护等则通过外包解决，通过线上管

理+线下服务的模式，实现了小型场馆
管理轻型化。”

洛合的尝试正是试图通过互联网手
段破解一直以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难、管理成本高的难题。在苏州，通过对
场馆智能化服务端和管理端的改进和投
入，一年内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的物业
费降幅达到 29%，能源支出降幅达到
33%。“这有助于我们的场馆管理不断提
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时任苏州体育局
副局长陶勇杰说。

如今，互联网基因在全民健身领域
几乎无处不在。在上海杨浦区殷行社区
健身中心里，50多平方米的智慧健康小
屋内，居民刷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进行
健康自检。

为推动百姓参与健身，很多地方开
始发放体育消费券，“互联网+”和大数
据成为消费券精准发放的最大助力。

互联网科技还带来了管理上的革
命，赵光圣说：“现在上海每个健身场所
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老百姓只要扫码
就能对该场所的基本信息一目了然。”

小小二维码，不仅能够抹平全民健
身信息差，在上海、江苏等多地，“扫码报
修”逐渐成为全民健身器材的标配，让一
直以来全民健身设施维护难的问题也迎
刃而解。

显然，“互联网+”正给全民健身领
域带来深刻的变化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无论是体育主管部门还是体育企业，抑
或是健身爱好者，都认为全民健身的互
联网基因将进一步带动更多人参与健
身、学会健身，让健身真正成为通往全民
健康的路径，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全民健身走向“云时代”？

她们是“战士”，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披上白色“战袍”，承担起生命之
重。她们也是母亲，离开孩子，“逆行”
奔赴“战场”，展现出大爱担当。

“把你的名字写在防护服上”

汗水浸湿了衣衫，护目镜在脸上
勒得生疼……无论在武汉的工作多辛
苦，看到防护服上儿子的名字，31 岁
的刘晓萌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
着她。

刘晓萌是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的主管护师，也是天津首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成员，在定点医院武汉市武钢
二医院工作时，她用马克笔在防护服
上写下“刘润贤妈妈”。

“儿子是我的力量源泉。”刘晓萌说。
“刚开始不敢和他视频，怕他哭

闹，只能在和家人视频时偷偷看一眼
在一旁玩耍的他。”得知3岁的儿子无
论吃饭、睡觉还是玩耍，都必须把她的
睡衣带在身边，刘晓萌心里一阵酸楚。

刘晓萌把想对儿子说的话写成了
一封信，信中写道：“妈妈特意把你的

名字写在防护服上，就像你时刻在我
身边。等你长大了，希望你会为此感到
光荣。因为，妈妈在武汉的经历，你以
另一种方式参与了。”

这次驰援湖北的经历让刘晓萌对
母亲这个角色有了新的感悟。“母亲要
成为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长大后为
我感到自豪。”刘晓萌说。

“长大后我愿变成你的样子”

3月8日，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正式
宣告休舱。这天，在方舱医院连日奋战
的王义凤通过微信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11 岁女儿发来的一幅儿童
画，上面写着“女神快乐”。

“孩子对我说，想以这种方式帮
妈妈庆祝节日，祝贺妈妈顺利完成
方舱医院的工作，我感动极了。”每
次看到女儿发的这幅画，王义凤都
湿了眼眶。

今年 39 岁的王义凤是天津市永
久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也是天津第五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疫情暴发后，
虽然不舍得孩子，但她还是主动请缨，

毅然踏上驰援湖北的征程。
清洁医护人员“出舱”通道环境、收

集新入院患者各项信息、为患者采集
咽拭子标本……进入方舱医院“红区”
后，作为巡回护士的王义凤工作忙碌。
感到疲惫时，视频中孩子的问候总能让
她放松。

“我时常会把医疗队队员和患者互
动的视频发给女儿，向她介绍我的工作
情况。孩子说要以妈妈为榜样，我听了心
里特别自豪。”在和女儿的互动中，王义
凤不仅倾注了温暖的母爱，也将一线医
护工作者无私奉献、冲锋在前的“超级能
量”传递给了孩子。

“我的妈妈，我永远的天使，长大后
我愿变成你的样子，做一个敢为祖国牺
牲的天使。”从武汉返回天津后，女儿在
给王义凤的诗中这样写道。

“希望像妈妈一样承担起生命之重”

严密筛查发热病患，与院内专家组
视频连线会诊……从1月21日医院启动
发热门诊开始，55岁的陈桂君一直奋战
在发热门诊一线。

陈桂君是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传
染科主任，疫情暴发初期的2个多月里，
她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是偶尔打个
电话或者通过视频看看女儿。

女儿时慧华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
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妈妈的照片。“她戴着
口罩，显得很疲惫，我有些心疼她。”作为
天津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
时慧华理解母亲的付出。

19 岁的时慧华当起了母亲的“助
手”。她时刻关注新闻，浏览医院公众
号，查看发热门诊候诊人数，并用打电
话或发信息的方式告诉妈妈疫情的最
新进展。

“孩子在疫情期间成长了许多，我希
望她对医生这个职业能有更深刻的认
识，能够永怀医者仁心。”陈桂君说。

“我打算在母亲节送妈妈一支口红，
希望她摘下口罩后，抹上红唇，露出最美
的笑容。”时慧华说，“未来如有需要，我
也希望像妈妈一样承担起生命之重，‘逆
行’而上，这是‘白衣战士’的光荣。”

新华社天津5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栗雅婷 宋瑞 刘惟真

疫情中“盛放的康乃馨”
——致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妈妈”

5 月 10 日，工人在银西高铁
咸阳渭河特大桥上架设全线最后
一榀箱梁（无人机照片）。

当日，随着中铁五局建设者
将最后一榀箱梁架设在银（川）西
（安）高铁陕西咸阳渭河特大桥
227号至226号墩上，标志着银西
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银
西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中“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0年
底开通。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银西高铁全线
箱梁架设完成

新华社北京 5月 10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 1 至 4 月份，国家
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10.9 亿
吨，同比增长 2.4%，为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秩序加快恢复提供了可

靠的运输保障。
4 月份，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

成 2.67 亿吨，同比增加 54 万吨、增长
0.2%，日均装车14.6万车，继续保持3
月份以来的高位运行状态。

国铁集团货运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4 月份，沿海主要港口疏港矿石、中
欧班列运量表现突出。4月份，沿海主要
港口疏港矿石运量完成3189万吨，同比
增长17.7%。在中欧班列运输方面，4月
份，中欧班列共运送货物8.8万标箱，同
比增长50%。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国铁集
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运输生产，确
保铁路安全畅通，加强货运组织，优化
货运产品供给，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畅
通物流供应链，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实
现了稳中有升。

今年前4月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近11亿吨

新华社长沙5月 10日电
（记者刘良恒）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提倡使用公筷公勺蔚然
成风。近期，记者在长沙市走
访时发现，部分餐饮场所仍未
提供公筷公勺；有些餐饮场所
尽管提供，但食客使用情况并
不理想。

“五一”期间，记者与朋友
前往长沙市一家老字号餐厅用
餐，看到桌上摆放的台卡上印
着“请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
但店家给每位食客安排的餐具
却只有一碗、一勺、一筷、一杯，
服务员端上桌的菜碟、汤碗等
餐具里也没有公筷公勺。

记者在这家餐厅发现，大
多数食客是用自己的筷子夹
菜，直接往嘴里送。朋友认为，
有些食客可能也想用公筷公
勺，但是碍于情面或怕引起同
桌用餐人反感，可能不好意思
要求上公筷公勺。

也有部分餐厅积极尝试让
公筷公勺上桌。“疫情发生后，
从恢复营业开始，我们就主动
推广公筷公勺。每个餐位上放
两双颜色不同的筷子，一双专
门夹菜，一双用来吃饭，每道菜
的餐具里都放公勺。”长沙市岳
麓区佑母塘路上一家海鲜餐厅
的工作人员曾德勇对记者说。

曾德勇告诉记者，部分食
客缺少用公筷公勺的意识，对

公筷公勺视而不见；有的食客
吃着吃着就把吃饭的筷子和夹
菜的筷子弄混淆了。

长沙餐饮业从业者赵婷
说，围桌共餐在中国历史悠久，
绝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这样吃
饭，想让大家短时间内理解接
受并改变绝非易事。

“目前属于倡议性质，疫情
发生到现在不过三四个月，一
些餐饮企业推广公筷公勺效果
暂时不理想，这也不是一天两
天能做到的。”曾德勇认为。

长沙市一些餐饮从业者认
为，推行“餐桌革命”，餐饮企
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应该
加强合作，积极作为。推行“公
筷制”需要持之以恒，促使广大
市民在思想上真正认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李萍指出，剩菜“打包”理念传
入内地，一开始也不被人们认
可，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一
理念如今已成为大多数人的生
活习惯。推广“公筷公勺”不能
急于求成，但也要避免疫情结
束后就不了了之。

“可以考虑出台部门规章
和行业规约，敦促餐饮企业积
极推广公筷公勺。”李萍说，

“也可以通过设立‘全国公筷
日’、开展健康主题教育等举
措，努力营造‘人人用公筷’的
社会氛围。”

“公筷公勺”
上桌难在哪？
——长沙市部分餐饮场所见闻

新华社上海5月 10日电
（记者王默玲）360度全透明环
形球厅，透过玻璃幕墙能看到
浦江两岸夜景之中闪烁着的品
牌霓虹灯。触击玻璃，便能瞬间
置身云端，俯瞰由品牌构筑成
的城市天际线——10日，2020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北京、上
海两个主会场启动，上海云上
展馆也正式于“云端”开展迎
客，123 家上海本土代表性品
牌亮相参展。

据悉，云上中国自主品牌
博览会上海展区打出了“家喻
沪晓”的口号，以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集成电路三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在线新经济发展
等“3+1”领域为主线，用好互
联网这个最大“増量”，提供

“云消费”“云医疗”“云服务”
“云话题”“云直播”等一系列在
线体验。

用指尖“走进”上海云上展
馆，可以感受上海企业在全球
战“疫”中的品牌力量，领略众
多参展品牌企业的创新创业故
事。点击品牌标识后，即可进入
不同品牌的虚拟现实场馆，从
大白兔奶糖构成的“甜蜜河”中
找寻童真记忆，到联影智能场
馆中探寻科技揭秘人体的线
索，再到阅文集团浩瀚书海中
感受网络 IP 的力量……众多

上海本土品牌在“云”上与观众
互动分享。

今年疫情期间，上海的
“3+1”领域表现出色:联影医
疗的方舱 CT 可以实现自动
精准定位和新冠肺炎辅助分
析，叮咚买菜春节期间订单量
增长 300%……这些企业充分
体现了上海在新兴产业发展
上取得的新成果，也展现了上
海在品牌培育、品牌建设上的
新作为。

在促消费的大背景下，上
海云上展馆还开发了虚拟和现
实交互的“上海城市品牌地
图”游戏，运用积点领券的游
戏场景，形成线上线下联动促
进消费增长。众多本土国潮老
字号品牌也结合淘宝直播等
新媒体形式，打造老字号在线
消费新模式。

作为中国品牌日活动举办
地，近年来上海先后出台全力
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
牌的“三年行动计划”，打造了
一批名企、名家、名师、名医、名
展、名会。按照“市场主导、企业
主体、国际互认”的原则，建立

“上海品牌”认证机制。对通过
认证的品牌，出具认证证书，授
予“上品”标志，目前获得认证
的品牌已有76家。

2020年中国品牌日
活动启动
上海展馆“云”上迎客

5 月 10 日，工人在唐山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制造企
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集聚区建设，形成了

以机器人、电子及智能仪表、应
急装备为主导的高端装备产业
集群。据介绍，目前该区高端装
备制造企业已达44家。

新华社发 董军 摄

河北唐山：
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