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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黄玥）为
表彰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
中央、全国青联9日作出决定，授予中国女子
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2个青年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杨倩、侯志
慧、孙一文、王涵、李发彬、谌利军、姜冉馨、陈
芋汐、张家齐、杨皓然、陈云霞、张灵、吕扬、崔
晓桐、王宗源、谢思埸、张雨霏、杨浚瑄、汤慕
涵、李冰洁、陈梦、汪顺、朱雪莹、王懿律、黄东
萍、卢云秀、巩立姣、陈雨菲、汪周雨、刘洋、张
常鸿、鲍珊菊、李雯雯、邹敬园、管晨辰、全红
婵、刘诗颖、徐诗晓、孙梦雅等39名青年运动
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庞伟、施廷懋、石
智勇、马龙、吕小军、钟天使、曹缘等7名冠军
运动员此前已获此奖章，不再重复授予。

决定指出，在刚刚落幕的第32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中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

托，敢于挑战、勇于争先，作风顽强、技艺精
湛，斗志昂扬、品德高尚，勇夺38枚金牌、32
枚银牌、18枚铜牌，取得竞赛成绩和比赛道
德双丰收，极大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
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注入强
劲动力。尤其是我国青少年运动员自信自
强、包容达观，敢于胜利、战绩骄人，向全世
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少年的良好形象和
勃勃生机。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
少年向中国体育健儿学习。学习他们勇担使
命、团结奋斗的精神，恪守初心、坚毅笃行，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学习他们敢于争先、敢于争
冠的精神，勇立潮头、不断突破，砥砺永久奋
斗品格；学习他们不畏艰难、苦练本领的精
神，埋头钻研、扎实工作，创造青春无悔业绩。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
我国奥运健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新华社南京8月9日电（记者 邱冰清）记者9
日从江苏省卫健委获悉，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江苏省卫健委统筹全省医疗资源，截
至8日24时，共调派4000余人支援扬州疫情处
置工作。

在核酸检测方面，江苏省卫健委从无锡、徐
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镇江、泰
州10市共抽调3422人，支援核酸检测设备40

台、核酸检测移动方舱10个。
在流行病学调查方面，江苏省卫健委调派江苏

省疾控中心流调专家25人，协调无锡、徐州、常州、
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镇江、泰州9市派出流调
队员159人，共计184人支援扬州市流调工作。

在医疗救治方面，江苏省卫健委从扬州大学
附属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大学附属
医院、南通大学附属医院4家医院抽调295名医

疗骨干，组成医疗队进驻扬州市定点医院。同时
组建14人的江苏省级中医团队，会同扬州市级16
人的中医医疗队，赴定点医院等地开展个性化辨
证救治工作，对有特殊症状如发热、腹泻等患者，
及时采用中西医结合手段，防止患者“轻转重”。

此外，江苏省卫健委召集省级医疗救治专家
22人（含江苏省级中医团队14名专家）、院感防控
专家101人、消杀专家10人增援扬州。

江苏调派4000余人支援扬州疫情处置

■新华社记者 熊琦 王自宸

“8月3日，我市统一部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累计检测1128.5779万人，除暑期外地
离校大学生和6岁以下儿童外，基本实现全覆
盖。”8日下午，武汉市公布新一轮全员核酸“普
查”结果。自8月2日发现外地输入性新冠肺炎关
联病例以来，坚守400多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的武汉快速响应，全力迎战德尔塔变异株。

为何再次启动全员核酸检测？酷暑之下千万
人口如何快速完成检测？后续防疫举措如何更加
精准？记者针对这三大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调查。

时隔400多天，缘何再启全员核酸检测？
“7名外来务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8月2日

14时许，一则消息再度拉响了武汉疫情防控警报。
当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相继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湖北省和武汉市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
做出动员，明确提出，“要以最快速度、最有力举
措，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和解决在最小范围，
切实巩固和拓展武汉保卫战决定性成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防控体
系开始高效运转，防疫硬仗迅速打响——

1小时内，首批7名输入性病例转至定点医院
进行治疗，工地现场管控，流调、检测、消杀、隔离
等相关工作迅速开展；

3小时内，武汉市商务局发布提示：全市主要
生活物资库存充足、价格平稳、供应正常，消除市
民恐慌；

8小时内，武汉新增7例省外关联本地病例的
流调信息和活动轨迹公布；

11小时内，事发工地周边的7个小区及周边
路口实行封闭管理，工地现场1232名工作人员作
为密接者全部集中隔离；

21小时内，武汉宣布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

“病毒来得快，我们要跑得更快。”面对突发的
“关联疫情”，武汉全速推进对病毒的“围追堵截”。

8月8日，武汉通报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除在已
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的病例外，又从已封闭管控的
小区筛查出9例阳性，均为中建三局武汉沌口项目
工地关联人员，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关联。

高温下，如何与病毒竞速？
不舍昼夜、争分夺秒。
宣布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以来，慢不得、坐不住

的责任感、紧迫感迅速在武汉市上下传递开来。
时值盛夏酷暑，广大一线工作者闻令而动，再

次走上战“疫”一线：2.8万余名医护人员紧急集
结，化身“大白”持续奋战；1.3万余名社区工作者
不分昼夜、冲锋在前；4万余名党员干部和2.7万
余名公安民警下沉一线、坚守社区；11万余名志
愿者热心服务、无私奉献。

1100多万武汉市民更是临危不乱，全力支持
和配合检测工作。“市民群众搬冰块，医护人员享
清凉”，成为英雄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

“我们多守一会儿不要紧，早点完成采样，大
家早点安心。”8月3日晚11时许，武汉市汉阳区
龙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采样点灯火通明，采
样点负责人王书刚告诉记者，下午2时开放采样
点以来，80多位医护人员编成3组，3小时一轮
换，9小时不停歇已采集核酸7000多份。

这样的坚守，发生在武汉全市2800多个核酸
采样点。

除了合理布局采样点位安排居民进行核酸采
样，武汉市还抽调医护人员组成“扫楼小分队”，登
门入户查缺补漏。

采样是前提，检测是关键。记者6日在武汉

市第一医院看到，27名核酸检测员，3个人一组、6
个小时一班，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实验室检测工
作。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历去年疫情大考，检
测能力已有大幅提升。

据了解，为确保每位居民核酸检测结果及时、
准确出具，武汉全市180多家医疗机构参与采样，
104家各类检测机构马力全开。

后续防疫举措如何更加精准？
“进入超市请扫健康码、戴口罩、测量体温，让

我们共筑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8日中午，在
中百仓储黄浦路店，超市门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宣
传口号。“武汉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去年那么艰难
都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赢。”市民饶向恒笑着说。

“从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来看，武汉市这次疫情
没有形成规模性外溢蔓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外科主任陈孝平说，武汉市
这次核酸检测，既发现了少数潜在的传染源，又有
利于下一步的科学决策、精准防控。“很有必要、很
不容易、很了不起，体现了武汉速度、中国速度。”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涛表示，下一步，
武汉将开展全面详尽彻底的排查流调，果断精准
扩大排查流调范围，确保不漏一人，切断传染链
条。对有密接者和次密接者但全员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区域，将采取更加精准的管控措施。与
此同时，武汉还将加强社会面管控，特别是对建筑
工地等劳动密集型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
所，严格把好人员入口关、排查关、防控关，确保多
点监测预警机制灵敏高效。

“我们将充分运用这次全员核酸检测成果，因
时因势科学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坚决堵住外来疫
情输入，坚决切断疫情传播，把疫情防控对市民生
产、生活和学习的影响降到最低。”李涛说。

新华社武汉8月8日电

千万人口全员检测疾速推进
聚焦武汉重启核酸“会战”三大关键点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8月9日出版的
第32期《瞭望》新闻周刊在权威栏目“治国理
政纪事”专栏刊发了记者姚友明、王恒志采
写的报道《全民健身：让生活更美好》，生动
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的谋篇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关心体育工作，推动体育
事业改革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2009年，为推动全民健身长效化、机制
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身健体
需求，国务院将每年8月8日定为“全民健身
日”。此后的12年间，中国全民健身公共基
础设施日趋完善，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

“提高国民素质，实行全民健身”的理念已经
逐渐深入人心。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15
分钟健身圈”，保障了城镇居民参与全民健
身的基本权利。

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
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提到的一方面内
容，就是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
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
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而人均寿命、国民体质有较大水平提升，全
民健身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体育
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正是建成“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群众体育不
仅参与人数不断上升，而且形式丰富多元。
从各种形式的城乡运动会到全国性质的群
众体育赛事，群众体育运动呈现井喷式增
长。据统计，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
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以来，十多个省
份及相关地市组织发放了体育消费券，财政
资金投入超过9亿元，参与市场主体5000多
个，体育消费人次超过1100万，拉动体育消
费近百亿元。

《体育蓝皮书：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
2020》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
体育场地371.3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1亿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平方米。我国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达到260万人，每千人
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86人；体育社会组织
4.73万个，城市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平均已达
每万人3个。

这一系列数字见证着我国全民健身事
业迈出的坚实步履。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
体育全面平衡发展，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
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中华民族正
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瞭望》刊发文章

全民健身：让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