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战士在内港区一带参与 “天鸽” 台风灾后救助工作。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这群人感动了一座城
新华社澳门8月26日电 （温志中

邢朝）8月26日，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东望洋灯塔上， 早起的人们惊奇

地发现，十月初五街、河边新街等受灾

最严重的老街区又焕发出昔日的活力

与光彩。
这一切， 源于驻澳门部队官兵的

默默付出。 这一切， 澳门市民心领神

会，感激万分。
驻军司令员王文少将介绍说，选

在凌晨清理路障垃圾， 主要是为了不

扰民，避开车流高峰，提高效率，尽快

恢复澳门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6日晚0时40分， 高士德大马路。

路过的市民张女士看到解放军深夜清

理路障，激动地说：“很感动，真的，给

你们十个赞！ ”
26日4时30分，十月初五街十字路

口。 市民陈先生专程送来爱心早餐和

饮水，官兵以后勤保障充足为由婉拒。
陈先生丢下一句话就走：“一点心意，
请务必收下，反正我不会带回去了。 ”

台风“天鸽”正面袭击，一度造成

澳门海陆空交通中断， 全城大面积停

水停电，部分树木被连根拔起，傍海低

洼地段海水倒灌，商铺、民宅被淹达2
米多深。 25日9时45分，驻澳门部队约

千名官兵依令而动， 迅疾赶往受灾最

严重的澳门半岛北区。
“解放军出来救灾啦！ 澳门有救

啦！”“感谢祖国，感谢解放军！”澳门同

胞鼓掌欢迎，围观点赞。
肩 扛 手 抬 ， 锹 装 手 推 ， 运 送 转

移……截至26日19时， 驻军官兵共清

理各类垃圾1500余吨， 与特区政府共

出动工程车、运输车332台次。
25日14时，高温烈日下，还有几天

就要退伍的上等兵李国峰和战友们在

狭窄的胡同一趟又一趟地搬运着散落

的木板、废旧的箱柜和各类垃圾。在这

群迷彩绿中， 像李国峰这样即将退伍

的战士不在少数。
被海水浸泡过的垃圾恶臭扑面刺

鼻，在高强度的连续奋战中，李国峰身

感不适， 稍作休息后又投入到清理工

作。 “没问题，挺得住！ ”为尽快清通道

路，面对指导员的询问，李国峰回答干

脆而直爽。
然而，不久他还是中暑晕倒，现场

市民深表关切。 当晚许多市民询问驻

军，晕倒的战士身体状况，当得知已基

本恢复后又叮嘱官兵要保重身体。
沿着任务街区， 驻军官兵把垃圾

路障清理一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

防疫消毒一遍。
“有群女兵正在给路面消毒，很

好，就在前面拐角。 ”梁伯经营的电器

店设备悉数被淹，见记者拿着相机，依
然热心“爆料”指引。

这40多名女兵巾帼不让须眉，与

男兵一起顶着烈日和刺鼻的气味，清

理堆积如山垃圾；她们三四人一组，每
人背着一桶30多斤重的药水， 分段并

排展开“消杀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曾参加驻军夏令营的学生官梓瑶

和六七个同学得知官兵出动救灾，就

约定一起去找班长， 也要像他们一样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
“这两天，刷爆朋友圈的不是自拍

照，不是美食名胜，而是像我们班长这

样最帅最可爱人。”身穿夏令营迷彩服

的官梓瑶表示，要向解放军学习，做对

社会有益的人。

台风“帕卡”将影响华南沿海
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

刘诗平）“天鸽”刚走，“帕卡”又紧随而

至。 26 日下午，国家海洋局召开台风

“帕卡”风暴潮、海浪灾害防御工作部

署会， 宣布启动海洋灾害三级应急响

应。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风暴潮

黄色警报和海浪黄色警报。
今年第 14 号台风“帕卡”26 日上

午进入我国南海海域， 目前正在向广

东沿海移动中。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

的预报显示，预计“帕卡”将于 27 日登

陆珠江口到阳江一带沿海， 登陆点或

与 13 号台风“天鸽”相近。
国家海洋 预 报 台 专 家 表 示 ，“帕

卡”的强度不及 “天鸽”，且目前正值

天文小潮期， 沿海的天文潮潮位普遍

较低，预计不会出现严重风暴潮灾害，
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黄色。 海浪预

警级别为黄色，预计 28 日上午受影响

海域的浪高将减小到预警发布标准以

下，海浪警报解除。
国家海洋预报台提醒在相关海域

作业的船只及时避浪、注意安全；沿海

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御措施， 按照

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 海浪的应急准

备工作；组织渔船、养殖渔排、养殖场

等做好防御工作； 加固沿海渔业养殖

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
台风影响地 区 公 众 尽 量 避 免 外 出 游

玩，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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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体育强国中国梦
———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发展成就综述

天津全运会即将开启大幕。 ２７ 日，
在“奥运三问”的发源地，圣火将承载健

康中国的激情和梦想，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体育波澜壮阔的五年再添华彩

乐章。
过去五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提出一系列体育

改革发展新战略， 指出一条中国特色

的体育强国之路， 使中国体育取得了

辉煌成果。
这是中国体育深化改革、 全面转

型、成果斐然的五年。
体 育 的 内 涵 和 外 延 从 未 如 此 丰

富，当体育开始与经济、社会、文化、外
交等领域融合而发挥多重复合功效，
当健康中国、全民健康成为体育强音，
体育强国梦正在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

流中。

为国争光 中国梦

一年前的里约奥运会， 当惠若琪

一记重扣让中国女排拿下赛点、 时隔

１２ 年再夺奥运金牌时，小马拉卡纳体

育馆沸腾了， 万里之外的神州大地沸

腾了。
这是女排的辉煌，也是中国的荣耀。
女排精神是中华体育健儿和中国

人民砥砺奋进的象征。 竞技体育有着

凝心聚力的强大感召力， 为国争光的

爱国主义、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扬我

国威的民族自信， 正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 十八大以

来我国竞技体育继续勇攀高峰。 ２０１４
年仁川亚运会，中国队连续第九次高居

金牌榜首；２０１６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队

连续第五届奥运会跻身金牌榜前三。
田径和游泳两个基础大项多次实

现重大突破。 男子 ４Ｘ１００ 米接力跑出

炫目的“中国速度”，２０１５ 年北京田径

世锦赛夺银刷新历史， 里约奥运会获

得历史最佳的第四名； 孙杨实现了男

子自由泳从 ２００ 米到 １５００ 米的奥运

会和世锦赛全满贯； 徐嘉余勇夺中国

首个男子仰泳世界冠军； 中国花游姑

娘实现世锦赛金牌零突破； 傅园慧以

“洪荒之力”直面挑战，用夸张幽默释

放压力，激励所有人做生活的强者。
同为 ９０ 后的孙杨、傅园慧和女排

领军人物朱婷， 成为最新出炉的中国

名片。在全球聚焦的竞技舞台上，他们

让世界眼前一亮， 宣告了中国年轻一

代的“成人礼”。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
中国体育的面孔从未如此鲜活生动、
真实感人。

郭川，享誉世界的中国航海家，他
在海上征途中的失联牵动全社会的心，
也带给后来者继续扬帆逐梦的勇气。陈
盆滨，由一个普通渔民到征服七大洲极

限马拉松的“草根英雄”，体育改变人生

的力量在他身上得到完美呈现。
体育需要英雄。无论是女排、孙杨

还是郭川、陈盆滨，他们的榜样力量对

普通人追逐梦想乃至体育强国梦、中

国梦的实现， 有着强大的示范和激励

作用。

足改引领 攻坚战

转型、改革，是中国体育在过去五

年的关键词。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国务院发

布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足

球改革的战略意义， 高度和力度前所

未有。 足改奏响了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的先声， 引领体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

深水区。
《方案》涵盖多个方面，而深化管

理体制改革无疑是扫清障碍的关键。
去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 中国足

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 “脱钩” 基本完

成。 至今年 ３ 月，７５％的地方足协实现

实体化。
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的建立表明， 作为一项涉及教

育、公安、财政等 １７ 个部门和单位的

社会系统工程， 足改并非体育系统的

“家事”，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加快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一个缩影。
《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为

中国足球描绘了诗和远方的未来， 为

“三步走” 战略规划了清晰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等一系列具

体配套措施的推出， 则成为让足改落

地的利器。
足改激发了社会和大众的热情，

中超联赛触底反弹，胡尔克、里皮等大

批优秀外籍球员、 教练加盟令中超备

受世界瞩目， 中超联赛海外转播版图

目前已覆盖至 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已从五千所扩大到一万多

所，２０２０ 年实现两万所特色校目标有

望今年底提前完成， 校园各级联赛体

系将带动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走上绿

茵场。
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原则推进的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足

改的破冰点，也是中国体育深化改革的

破题点。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姚明当选篮协主席，

篮球改革也迈出重要一步。让专业人做

专业事，姚明并非特例。 著名羽毛球运

动员李玲蔚当选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女
排主帅郎平兼任中国排协副主席；短道

速滑队主教练李琰当选中国滑冰协会

主席……
不破不立， 中国体育需要从真正

的管办分离、 简政放权中获得可持续

发展的动能和全方位拓展的空间。

全面转型 补短板

马拉松赛井喷成“现象级”、朋友

圈里遍地秀健身， 是这五年全民健身渐

成全民时尚最生动的写照。 北京马拉松

３ 万个参赛名 额 ，２０１２ 年 四 天 被 抢 光 ，
２０１３ 年用时半天，２０１４ 年至今只能 “摇
号”，其抢手程度不亚于春运车票。

一说起体育就是奥运， 一说起奥运

就是金牌的时代已经过去。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
要》明确指出，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民健身成为国

家战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成

为根本目标， 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

级的重要力量。
改革， 让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这两

块以往相较于竞技体育的“短板”，迅速

得到补强。观念的转变、群众的需求驱动

着中国体育全面转型，从竞技独大的“偏
科”阶段进入多元发展时代。

全 民 健 身 走 到 了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充分认识体育对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 落实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
进健康中国建设。

如今，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

民健康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政府主

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群

体”格局已初步形成。 全国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总人数近 ４ 亿，城乡居民达到《国
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接近九成；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逾 １．５７ 平方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从

历时 ２００ 余天、参与人次超千万的上海市

民运动会，到“村村有队伍、乡乡有比赛”
的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代县“秧歌联赛”；从
北京冬奥会引领“三亿人参与冰雪”，到全

运会引入群众项目， 全民健身不分地域，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比翼齐飞。

《意见》 的出台也让 ２０１５ 年被称

为 “体育产业元年”。 取消商业性和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 、 鼓励 社 会 资

本进入体育产业 、 激活赛事转 播 权 市

场等措施 ， 释放了体育在经济 领 域 的

巨大能量。
国内众多大 企 业 重 金 抢 夺 体 育 资

源， 中超联赛媒体版权卖出 ５ 年 ８０ 亿，
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从五年前

的 ２２ 场暴增到 ３００ 场以上……体育产

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有关健身休闲、体育旅游、冰雪等产业的

一系列政策去年密集出台， 又为体育产

业的跨界融合、 深耕细分领域提供了思

路和方向。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赛事之一昆仑决

的创始人姜华说，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赶
上了好时候”，取消赛事活动审批权让不

仅限于昆仑决的草根赛事蓬勃发展。 江

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表示，放权后“管的

事儿更多了”。 ２０１４ 年江苏在全国率先

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 推进体

育“放管服”。
体育的供给侧改革，正给老百姓带来

更多获得感，让全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冬奥筹办 大外交

“２０２２ 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北

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北京获得第二

十四届冬奥会举办权， 将创造同一座城

市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历史。 中国

又一次肩负起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国

担当， 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又一座沟通中

国与世界的桥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习近平在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作出

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

洁办奥的重要指示， 为北京冬奥会的筹

办指明方向。
冬奥会冰上项目在北京举办， 雪上

项目则分别在北京延庆和河北张家口的

崇礼举办。抓住冬奥会契机，整体改善京

张地区生态环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中国在办赛之外给自己“增设”的另一

个“大考”。
根据“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

理念，筹备冬奥会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

标，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
使老百姓真正从冬奥会的举办中得到“获
得感”。

仅两年多时间， 延庆农民徐建仓家

年收入提高到近 ３０ 万元；而崇礼去年接

待游客 ３５０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２５ 亿

元，同比都增长约 ２７％，在这里，每 ６ 人

中就有 １ 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中国滑

雪产业白皮书》 显示，２０１６ 年中国滑雪

人 次 达 １５１０ 万 ， 过 去 两 年 增 长 均 超

２０％， 其中河北省滑雪人数已攀升至全

国第三。中国正在践行“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庄严承诺。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将以更开放的

姿态、 更自信的表达向世界展示全新的

中国形象。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习近平

说，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

促进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过去几年里，习近平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

开幕式，访问国际奥委会总部，参观英国

曼彻斯特城市足球学院……将体育外交

推向新高度。
体育超越国界和种族， 是全人类共

同的语言。历史上，“乒乓外交”曾推动中

美邦交正常化， 为世界外交史翻开新的

一页；如今，从高层出访到体育大赛，中

国体育外交的创举不断引爆 “朋友圈”；
未来， 体育在公共外交舞台上将有更多

“唱主角”的机会，必将在全球化进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
体育强则中国强。 党的十八大确定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亿万

人民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奋斗中不断迈出

新步伐，共筑体育强国的中国梦！
新华社记者 李丽 王恒志 张泽伟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６ 日电）

2016 年 8 月 20 日， 中国队球员在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将体育运动带到人们中间，开放包容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高度评价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称赞全运会“全民全运”理念

据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６ 日电 （记者

郑直）２６ 日下午，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北京前往五棵松体育中心等地参观考

察。期间，巴赫高度评价了北京冬奥会筹

办工作，认为其充分体现了“绿色办奥”
的理念， 他对冬奥首钢园区可持续发展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称赞了第十三届

全运会“全民全运”的理念。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 巴赫详细了解

了 该 体 育 中 心 最 大 的 亮 点———篮 冰 转

换。 经过改造的五棵松体育中心可以承

接高水平职业篮球和冰球比赛， 并在 ６

个小时之内完成场地转换。 当巴赫得知

只需要 ６ 个小时后，连连表示“非常好”，
因为他原以为完成此类场地转换最起码

需要一个通宵。
随后， 巴赫前往北京冬奥组委首钢

办公园区。 巴赫听取了园区工业建筑改

造的详细规划， 并对其中的绿色和生态

表现出强烈兴趣。目前，园区的所有办公

建筑均为绿色建筑。 整个园区采用了多

项节能减排技术，光伏发电、雨水收集、
中水回用等均能体现 “绿色办奥”“节俭

办奥”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参观考察结束后， 巴赫对北京冬奥

组委筹办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巴赫表示，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非常出

色， 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

紧密无间。 巴赫也称赞中国利用举办冬

奥会的契机推广冰雪运动的计划， 以及

北京冬奥组委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

做出的努力。
巴赫说， 在工业旧址上建起标志性

建筑， 该理念在全世界范围都可以说是

领先的，也做出了一个极佳的示范。巴赫

表示，园区的保护性改造将老厂房、高炉

等工业建筑变成体育、休闲设施，同时也

作为博物馆，让人们记住首钢、北京和中

国的一段历史，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巴赫称赞即将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

届全运会“全民全运”的理念，认为其鼓

励全民参与， 体现了创新和包容。 巴赫

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能等人们去

从事体育运动， 而应该将体育运动带到

人们中间，开放包容。巴赫祝愿全运会好

运、成功。
２７ 日，巴赫将赴天津出席全运会开

幕式。

以科学解释击碎伪科学面具
(上接第一版 ) 科学家曾进行过类似实

验， 注射过的西瓜存放两三个小时后，针
孔外圈都会开始泛黑，很容易被发现。 如

此卖相，自然不会有顾客买，也没有瓜农

会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
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科学类的流言？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建新总结了四方

面原因：首先，科学类流言大多通过社交

工具传播，信息的接收方很容易因传播者

的亲友身份而轻信其转发的内容； 其次，
科学类流言往往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

学，内容中常出现很多专业用语，或引用

国外科学期刊内容，看似引经据典，其实

却移花接木，或将科学上尚无定论的多种

意见中的一种拿出来，作为绝对正确的一

面传播；再次，科学类流言的内容一般是

养生保健、 食品安全等大众关心的话题，
容易引起公众关注；最后，科学类流言经

常会反复传播，即使已被科学界和传统媒

体辟谣，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

态，客观上存在“三人成虎”的效应。

“老掉牙 ”的流言为何还
在传播还有人相信？

每月科学流言榜发布至今已三年多，
北京市科协在梳理了这三年的数据后，发
现科学类流言呈现出明显的重复性特征，
即同一领域和主题在不同时间反复出现。
例 如 2011年 便 开 始 传 播 的 “ 沐 浴 乳

Paraben成分致癌”的流言，直到现在还经

常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
从数据分布看， 入选每月科学流言榜

的科学类流言大多集中在健康和环保两个

领域，特别是前者。 2014年“十大‘科学’流
言”中，多达八条与健康有关。 2015年“十大

‘科学’流言”中，健康类流言也多达七条。
以 最 突 出 的 “致 癌 ” 流 言 为 例 。

2014年全部105条入选流言中， “致癌”

流言11条， 2015年也达到十条。 其中，
“法国科学家实验证明转基因玉米诱发肿

瘤” 的流言最为典型， 它包含了科学类

流言 “生产 ” 的多个关键词 ： 危 害 生

命———癌症； 公众普遍还不太了解的新

技术———转基因； 食品———玉米； 外国

专家———法国科学家。
北京市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理事长黄

天祥告诉记者， 流言传播在时间上往往

与公众对某类信息的时效性关注密切相

关。 通过对每月科学流言榜2015年全年

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关于雾霾的

流言有七条，全部出现在冬季，这也是全

国雾霾最严重的一段时间。 水果类流言

则多发生在其上市期， 每年西瓜上市前

后，关于打针西瓜的流言都会出现。

越“众声喧哗”越需要权威声音

北京市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副理事长

王学锋说，科学类流言的重复传播，反映

了以往纠错信息的传播广度和持续时间

不如流言本身、 强力纠错效果不明显这

一客观事实。每月科学流言榜的设立，构
建 了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全 新 科 学 传 播 模

式———以科学的解释， 击碎伪科学的假

面具，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思维模式，提高

公众对科学类流言的“免疫力”，提升公

民的整体科学素质。
“发布每月科学流言榜的工作中有

三大要素： 一是及时而又持续的榜单发

布；二是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的引领；三
是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联合辟谣，微信、
微博、移动端全面跟进。 持续、权威、融

合，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北京市科协

相关负责人说，“越是网民众声喧哗，越

需要专业和权威的声音， 这是专业科技

工作者和传播者的责任。 ”
（本报北京8月26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