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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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疫情憋出的健身热 有地方容纳吗？
时隔3个多月， 家住北京的

崔珂终于踢上了一场球。
“累惨了，”42岁的崔珂说 。

不过说起自己的几脚助攻， 隔着
电话也能感受到他的得意和满足
之情。 “还是更喜欢户外锻炼，在
家施展不开，还总怕打扰邻居。”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人们的健身锻炼方式从户外退
守到室内 。 很多人都像崔珂一
样 ， 每天跟着线上教程居家锻
炼， 但内心深处依然怀念着阳光
清风之下呼朋唤友、 共洒汗水的
惬意与畅快。

随着疫情的缓解， 冷寂多时
的户外健身场地设施又逐渐热闹
起来， 暂时被居家令掩盖的户外
健身场所短缺的供需矛盾又将重
新显现。 而此次疫情让人们越发
感受到身体的重要 ， 健身的重
要， 免疫力的重要， 显然疫情之
后人们对健身场所的量和质将提
出更高的要求。 疫情前后， 新华
社记者在上海、 天津、 苏州等地
进行了深度调研， 也参考了一些
国外开展大众体育的经验， 希望
能推动全民健身更好发展。

疫情突袭 激发居家健身热
在居家空闲的时间里， 越来

越多的人放下手机， 迈开脚步，
加入汗水换健康的大军之中。 25
岁的沈宇韬就是这样一位疫情之
后从零开始培养锻炼习惯的 “健
身新人”。

“之前因为工作节奏比较紧
凑， 长期久坐， 饮食也不规律，
渐渐感觉身材开始走样， 体质也
逐渐下降， 容易生病，” 从事咨
询行业的沈宇韬说。

疫情期间居家工作后， 沈宇
韬开始了自己的健身计划， 参照
健身软件上的教程进行有规律的

运动， 每锻炼两天休息一天。
“通过坚持锻炼， 身体状态

明显好转了， 而且坚持不懈完成
既定的目标， 对个人精神层面也
是一种提升。” 沈宇韬说， 疫情
之后他计划开始跑步健身。

根据健身软件Keep提供的数
据， 疫情期间用户运动时长平均
每次36.2分钟， 对比2019年将近
翻了一番。 Keep联合多家机构和
健身达人推出的运动直播累计覆
盖人数突破5650万人次。

Keep总经理李新艳说， 从短
期看， 疫情之后可能会出现大规
模的 “放风” 行为。 大家在家里
憋久了， 很想走出去动动。 人们
对于居家运动的需求会降低， 但
对户外运动的需求会上涨。 但长
期来看， 疫情期间人们在线上养
成的运动习惯会延续下去， 定期
运动将会是一个常态。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也
表示，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上
了生动的一课， 健康意识的改变
带来的必然是健身需求的增长。
不过他也表示，居家健身是疫情期间
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状态。 一方
面家中可供健身锻炼的区域非常
有限；另一方面，参与健身活动也
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之一，是
居家锻炼所无法实现的， 因此疫
情结束之后户外健身、 体育场馆
健身依然将是主流， 居家锻炼只
能是人们健身方式的一种补充。

见缝插针 对接“最后一公里”
居家， 是疫情期间的特殊状

态。 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才使得像沈宇韬这样的上班族获
得了有规律健身的条件。 疫情结
束之后， 人们的生活节奏会重新
变快， 空闲时间又将减少， 健身
习惯的坚持还需要有便利的场地

设施予以支撑。
2019年年末， 新华社记者在

各地调研采访发现， 很多城市都
在利用城市核心区内的各种 “金
角银边”， 见缝插针地建设健身
场地设施， 对接健身场地的 “最
后一公里”， 为百姓健身提供便
利。 这也是国务院多个文件所强
调和倡导的。

拥有14片羽毛球场地和5个
乒乓球场地的苏州狮山横塘街道
文体羽乒中心是由曾经的厂房改
建而成。 该中心地处苏州高新区
的核心地段， 不过街道明确 “以
公益为主” 的服务宗旨， 让利于
民。 早上7到9点以每人5元的低
价开放， 其他时段的开放价格也
低于市场价。 街道还以场地为依
托定期举行乒羽赛事， 增加健身
人群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厂房收回来以后成为闲置
资产，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闲置资
产整合起来， 解决百姓去哪儿健
身的问题。 ”狮山横塘街道文体站
站长刘兰介绍道，“运营效果还是
很好的， 基本附近区域的老百姓
都会到这儿来， 场地经常爆满。”

尽管是数九寒冬， 天津市曲
江公园内依然热闹非凡。 球类场
地聚满了健身人群， 成片的健身
器械间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曲江公园原本是普通的城市
公园， 但经过2018年的改造， 公
园内如今除了广场、 绿地和步道
外， 各类健身场地和器材已经排
得满满当当。 据天津市河西区体
育局副局长娄越光介绍， 由于附
近老旧居民区多， 社区内建设健
身场所难度大， 改造公园是最为
可行的方案。 政府投资改造时，
增加了各类运动场地设施， 满足
周围居民多样的健身需求。

在河西区复兴河畔的高架桥

下， 桥墩之间的笼式篮球场成为
篮球爱好者的一方小天地。 篮球
场占地面积不大， 但却是对空间
的完美利用， 不妨碍交通， 还能
遮蔽雨雪。

在河北咏怀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兵看来，
这些百姓身边的健身场地正是全
民健身工作 “以人民为中心” 理
念的最好体现。 王兵认为， 健身
场地设施的建设要注重需求调
研， 按照因需因时因地的原则，
理念也应从 “我要提供什么” 向
“百姓需要什么” 转变。

因地制宜 打造健身网红地
黄浦江畔，晨光勾勒出城市的

天际线。滨江步道上，除了拍照的
游客还有努力调整呼吸的跑者。
抓住上海推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
滨江岸线转型的契机， 上海市体
育局牵头将杨浦区的废弃厂房改
建为公共体育运动中心。 健身步
道、篮球场、滑板场地……散落江
畔的20多个运动场地让曾经荒败
的工业遗存重新焕发了活力。

这里有随时可以扫码进入的
灯光球场， 有提供免费直饮水和
更衣储物功能的健身驿站， 有配
备除颤仪和专业急救人员的休息
区， 也有工业遗存改造的艺术空
间和地标景观。江风轻拂，华灯闪
烁，历史与时尚交汇，健身场地与
网红景点相融。 用上海市体育局
副局长赵光圣的话说，“昔日的工
业锈带变成了如今的生活秀带”。

同样迎来 “华丽转身” 的还
有天津市的环城旧铁路。 位于河
西区的废旧铁路段经改造变成了
绿道公园， 原先的铁轨线被改建
成近5公里长的健身步道。

“原来没有步道的时候没处
去 （锻炼）。 现在一天来这走上

两三趟， 冬天上午一趟， 下午一
趟 ， 夏天晚上我也出来散步 ，”
家住附近小区的崔大爷说。 由于
旁边就是居民区， 步道上人来人
往， 好不热闹。

绿道公园保留了铁路的主题
风格， 月台、 站牌、 铁轨等景观
设计让人依稀感受到环城铁路往
日的风采， 使这一健身处折射出
些许文化和历史底蕴。 适合不同
年龄人群的健身场地 、 游憩设
施， 又让这条曾经的货运动脉变
成聚集人气的城市新景观。

天津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王
洪介绍说， 未来环城铁路在天津
市其他区域的改造还将继续， 最
终的目标是在旧铁路的基础上打
造一条集健身、 休闲、 观光功能
于一体的健身绿道圈， 使之成为
天津的 “城市项链”。

苏州的环古城河健身步道全
长16公里， 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
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市民休闲健身、 游客体验苏
式生活的民生工程。

步道沿途设置了体质测试与
运动健身指导站、 健身小广场、
健身路径， 让傍水而生的人们能
够依水而动， 临水而乐。 间隔竖
立的体育文化宣传牌上， 只要手
机扫码就能听到吴侬软语诵读的
以运动游戏为主题的童谣儿歌，
让行人游客体味吴地千年文化。

长期以来， 我国的健身场地
建设存在一定滞后性。 场地设施
不足、 分布不合理成为制约全民
健身发展的一块短板。但上海、天
津、苏州的做法显示，只要合理规
划，精心设计，接地气、有人气的
健身场地不仅能够融入城市发展
的大蓝图， 还能成为凸显城市文
化风貌的一抹亮色， 让百姓乐在
其中，让城市美在其中。据新华社

“公筷公勺”上桌难在哪？
———长沙市部分餐饮场所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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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游客在莫高窟参
观。 当日起， 因疫情防控关闭百
余天的敦煌莫高窟恢复开放。 目
前 ， 莫高窟每天限售门票 1800
张， 为最大承载量的30%， 且暂
不接受旅行社团队预约。 恢复开
放仅限实体洞窟 ， 数字展示中
心、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等场馆暂
不开放。 新华社发

莫高窟恢复开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部发布， 原定于4月11
日至12日举行的全国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延期至8月举
行。 全国统一命题课程考
试时间为8月1日至2日， 省
级命题课程考试安排由各

省自主确定 ， 相关考试科
目安排由各省确定后向社
会公布。

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
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考
试时间安排的意见，商教育
部同意后及时向社会发布。

本报讯（记者 任洁）要
求小学低学段学生理解《滕
王阁序》、初中生掌握《文心
雕龙》 中的文艺理论知识；
要求初中生会在超过“百以
内整数”的范围内求平方根
和立方根；要求在小学阶段
讲授国际音标……这些其
实都是超标培训。教育部办
公厅昨天印发义务教育六
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
（试行），为各地查处培训机
构超标超前培训行为提供
了具体依据。

负面清单共涉及义务
教育阶段语文、 数学、 英
语、 物理、 化学、 生物学
六门学科， 每门学科的负
面清单包括 “原则要求 ”
和 “典型问题 ” 两部分 。
“原则要求” 部分从课程标
准规定、 教科书难度、 教
学进度等方面提出基本要
求， 理科科目还对练习题

提出基本要求， 比如数学
禁止使用繁、 难 、 偏 、 怪
的练习题 。 “典型问题 ”
部分按照各学科的各项培
训主题列举了超标内容 ，
便于各地对照使用。

负面清单规定 ， 培训
不得超出现行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各学段
要求， 培训内容不得超出
统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
的难度。 培训不得超过所
在县 （市、 区） 语文教学
的同期进度和要求 ， 禁止
在寒暑假培训下学期教科
书的知识内容。

教育部要求 ， 各地要
在做好校外培训机构学科
知识培训内容备案工作的
基础上， 依据负面清单严
肃查处超标超前培训行为，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
外负担。 负面清单为试行，
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上半年全国高自考延至8月举行

义务教育六科
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