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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在姚家村文化礼堂开展“多彩民俗
迎立秋”主题活动，通过“瓜上雕刻”“啃秋”吃西瓜、悬秤称重等趣味活动，让孩
子们体验传统民俗，了解节气的相关知识。图为在姚家村文化礼堂，非遗传承
人在教孩子们“瓜上雕刻”。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多彩民俗迎立秋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吴俊
宽）2023年 8月 8日，我国第 15个“全民
健身日”如约而至。自 2009 年设立以
来，“全民健身日”已成为全国体育爱好
者共同的节日，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
心，“科学健身动起来”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共同习惯和选择。

在第 15个“全民健身日”前后和首
个“体育宣传周”期间，全国通过举办线
上线下赛事活动、推动体育场馆免费开
放、开展优秀运动员进学校进社区等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丰富科学健身指
导供给渠道，积极引领健康生活方式，
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
浓厚社会氛围。

各类赛事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提供数据

显示，8月 8日前后，全国各地共组织开
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24000余项，直接
参与人数预计超过650万人。

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在北京、吉林、
陕西、上海、安徽设立2023年“全民健身
日”主题活动主会场。上海主会场活动
率先在 5日拉开大幕，参加活动的近 30
家市级体育协会和优秀体育企业打响
头炮，为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运动便利
和健身指导。

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
展全民健身展演、赛事、科学健身指导
等活动，并邀请国家队、俱乐部开展水
球等项目公开课，体育宣传周期间共有
7个场馆举办 40多项赛事活动。吉林、
陕西、安徽主会场也组织了健身活动展
示体验、科学健身指导、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达标测试赛、新修订《体育法》普法
宣传等各具特色、惠民便民的活动，带

动本地及周边群众积极参与健身。
除主会场外，各地也纷纷开展各类

全民健身活动。福建省举办“全民健身
日”“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全省万里
福道健步行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了社
区 3对 3篮球友谊赛，参赛队员是各社
区返乡大学生、高中生、居民和部分社
区工作人员；浙江举办第三届长三角体
育节腰旗橄榄球邀请赛，吸引众多群众
参与；苏州举办2023年苏州市大众体育
联赛，共设 11 个项目联赛，4 个综合性
体育特色活动和61个系列赛，预计将举
办76个项目的近千场赛事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以往“全民健
身日”赛事活动以展示类活动为主，今年

“全民健身日”“体育宣传周”更加注重举
办“三大球”、冰雪等群众参与性强、带动
效果好、能够持续开展的赛事活动。全
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东北赛区
比赛日前在天津开赛，来自 8个省市的
16支代表队将争夺两张晋级今年 10月
总决赛的门票。“2023年全国大众欢乐冰
雪周”系列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也于日
前启动，内容包括“大众滑雪技术达标
赛”“全民冰雪公开课”、冰雪场馆公益开
放等，通过赛事活动杠杆不断巩固和扩
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上线十余项赛事

作为全民健身的创新性标杆赛事
活动，2023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最大程度
贴近群众、降低参赛门槛。为迎接第15
个“全民健身日”，2023年全民健身线上
运动会的十余项赛事均选择在8月8日
正式上线。

在当日上线的赛事中，“强国健步

走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合“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主办，旨在践行体育强国和健
康中国战略，鼓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的用户在认真学习之余积极参与健身
运动。参与者可在8月1日至13日期间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进行免费报
名，8 月 14 日至 10 月 1 日为比赛时间，
凡是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成功的用户均
可参赛。

此外，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合中国石油
体育协会主办的全国石油职工第七届
健步走网络公开赛也于8月8日进入正
式比赛阶段，比赛将一直延续至 10月 8
日结束。

据介绍，自 4 月 20 日开赛以来，
2023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截至目前
已上线 178项赛事，累计参赛人数超过
749 万人，发放证书超过 528 万张。线
上健身活动的火热开展，为群众提供了
多样化选择。

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心坎上
每到节假日，各级各类全民健身场

馆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已经成为惯
例。今年“全民健身日”前后，全国各地
再次掀起场馆开放的热潮。

8月8日当天，上海有近800处公共
体育场馆、市民球场、市民健身中心、市
民游泳池、体质监测站等公共体育设施
向市民免费开放；云南各地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体育场馆和区域内
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苏州全市将有近
200处体育场馆设施向市民免费开放。
尽管成都大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但“大
运惠民”的力度丝毫不减。大运会后，

大运场馆也将免费、低收费向市民开
放；杭州及浙江其他地方也借亚运会东
风，开放亚运会训练、竞赛场馆，让广大
市民提前感受亚运会的火热氛围。

体育是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实现从
“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最经济、最有
效的手段之一。在今年“全民健身日”
前后和“体育宣传周”期间，国家体育总
局系统、全国各地也以科学健身指导为
重要抓手，建立主动健康教育体系，营
造全社会主动健康良好氛围，进行诸多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有益
探索。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于 8月 7日至 11日开展“2023年全国健
身气功网络公开课”，邀请多位专家就
八段锦、明目功等进行讲解；社体中心
以“科学健身走基层”为主线，让“科学
健身”理念走进基层社区、走进乡村、走
到田间地头，给群众带来最权威、最科
学的指导。上海市依托市民健身驿站、
智慧健康驿站、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场
地，向市民传授运动促进健康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

不少国家队、省队运动员教练员也
加入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行列，以励
志演讲、科学健身指导、参与全民健身
赛事活动等多种形式，发挥榜样作用，
助力全民健身。众多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队伍和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在“全
民健身日”前后开展“走基层送健康”活
动，将科学健身知识、指导送到群众身
边。国家体育总局于8月5日至10日在
安徽池州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
流展示大会，进一步展示成果、总结经
验，提升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满意度。

全民健身绘就幸福生活
——全国各地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火热开展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王
聿昊 樊曦）7 月 23日，广西钦州铁路
集装箱中心站内，来自海外的集装箱
有序装上火车。汽笛声响，今年第
5000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从这里缓缓开出，驶向中国内陆地区。

自 2017 年首趟“渝桂新”南向通
道试运行班列开行以来，西部陆海新
通道已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
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国际贸易
大通道。

近日，记者走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多个场站和建设现场，感受这条国际
大通道的澎湃活力。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基础设施网
络持续完善

叙毕铁路连接四川叙永和贵州
毕节，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西线通
路畅通工程，叙毕铁路开通后，将与
隆昌至叙永段扩能改造工程、毕黄铁
路（毕节至黄桶）、规划中的黄百铁路
（黄桶至百色）贯通，打通西南地区至
北部湾出海口的货运通道。

“目前，叙毕铁路（贵州段）站前
工程基本结束，站后工程进度超过八
成，预计 8月底完成全部工程。”项目
建设相关负责人艾天昕介绍。

而在沿海地区，我国沿海铁路最
西端——西部陆海新通道内联外延
重点工程之一的防城港至东兴铁路
修建也如火如荼。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沿海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廖刚介绍：“防东铁路预计年内具备
开通条件，未来防城港到东兴只需 20
分钟，将进一步促进中越经贸往来。”

目前，铁路部门逐步完善东中西
铁路通道格局，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量
质齐升，合力打造纵贯我国西南地区
的物流大通道。

一条条通道建设加快——
焦柳铁路怀化段电气化改造完

成、渝怀铁路增建二线实现投用；贵阳
至南宁高速铁路、叙永至毕节铁路、防
城港至东兴铁路正在修建；黄桶至百
色铁路可行性研究已获批复……

一个个港口拔地而起——
重庆果园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港拥有东盟航
线30多条，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效
率高、价格优的贸易新通道；西部陆
海新通道第一个无水港项目——重
庆无水港一期项目已于 6月竣工，距
正式投用再近一步……

一座座场站串联成网——
团结村站、小南垭站、钦州港东

站……曾经的货运小站，跃升为“大
道枢纽”，实现班列快速周转；中铁集
装箱重庆中心站、钦州中心站等18个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从通关、物流等
多方面支撑陆海新通道运营。

从西南山区到沿海沿边，铁路施
工正酣的图景，成为国铁集团提升西
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水平的生动
写照。

从试运行到常态化，多式联运成
效显著

钦州港东站于 2015年建成投用，
建成之时这里只有3条股道。随着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深入推进，三面
环海的“渔村小站”扩容提质，成为拥
有12条股道、衔接陆海的重要枢纽。

“这里每天到发的铁海联运班列
有20列左右，年货物发送量由2017年
的 2.7 万吨增加至 2022 年的 327.5 万
吨，增长了上百倍。”广西沿海铁路公
司钦州港东站站长黄江南介绍。

钦州港东站的变化，只是近年来
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的一个缩影。如
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线路从最初
的北部湾港至重庆1条，发展到常态化
开行北部湾港至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河南等省份共7条，辐射范围扩展
到 18个省份、61个城市，并通达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累计发送货物 42.4 万
标箱，同比增长 10.5%；进出口货值约
3500亿元，同比增长约40%。

从辐射西部到融入全球，畅通国
际国内双循环

重庆小南垭站，一辆载有约 500
吨新鲜泰国榴莲的中老泰冷链直达
跨境测试班列顺利抵达，泰国榴莲通
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班列直达成
渝地区。相比传统运输方式，现在只
需4天，节省约6天时间。

不只是泰国榴莲，柬埔寨大米、
越南百香果、泰国香水椰……越来越
多的东盟国家农产品正通过西部陆
海新通道进入中国市场，成为百姓餐
桌上的“常客”。

与此同时，中国产品也在借助铁
路和海运无缝衔接、一体化通关，便
捷运往海外市场。

“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我们
的产品经钦州港运往东南亚及欧洲、
非洲国家，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
了国际订单响应周期。”重庆万凯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物流经理林政说。

截至目前，该公司经西部陆海新
通道已发出467标箱货物，近期还将发
出424标箱货物，货值超2000万美元。

据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
组织中心主任刘玮介绍，2017 年到
2022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品类由
最初的陶瓷、板材等50多种增加到粮
食、汽车配件等940多种。

“展望未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将
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刘玮说。

串联成网 货畅其流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观察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顾天
成 秦婧 徐凯鑫）近日，我国华北、东北
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
害。国家疾控局发布《洪涝灾区环境卫
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2023版）》，
为各地有效做好公共卫生灾害预防工
作作出指引。

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如何保障？
洪水过后怎样进行居家环境清洁？国
家疾控局日前组织专家接受“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解读相关要求和标准。

用水：家庭用水优先选择瓶装水，
取水容器及输水管道全面消毒

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公布
信息显示，洪涝灾害发生后容易增加公
共卫生灾害发生概率。洪水将大量人
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等冲入水中，可
能造成致病微生物污染，使水源性和食
源性疾病暴发风险增加。

指引明确，家庭用水应优先选择饮
用瓶装水。如无瓶装水，则应煮沸后饮
用。储水和取水容器以及输水管道，在使
用或重新启用前应进行全面冲洗和消毒。

记者了解到，洪涝灾害受损严重地
区卫生部门及疾控机构已组织各级卫
生监督队伍，对灾区受污染饮用水实施
全覆盖式巡查。水利部门加快修复被

损毁供水设施，加强对重点风险水质指
标监测和临时应急供水保障。

截至 5日，河北省共派出卫生监督
队伍111支450余人，深入灾民安置点、
学校、敬老院等人群密集场所，逐一摸
排水井、厕所和垃圾点卫生状况，防止
水源污染，保障饮用水安全。

“灾区群众要注意不喝生水，不喝来
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不用来源不明或
被污染的水漱口、洗菜等。”中国疾控中
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
防护室主任潘力军表示，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建议群众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
如无瓶装水则应完全煮沸后饮用。

在非直接饮用的生活用水方面，中
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
所消毒中心主任沈瑾提醒，家庭如果使
用缸（桶）水或手压井水，一定要对水做
好消毒处理。

沈瑾说，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
接消毒处理后使用。若很混浊，可经自
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再进行消
毒。常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
泡腾片，按加氯量4至8毫克每升投药。

清污：及时清理淤泥和垃圾粪便，
不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品

指引明确，各地根据灾情及当地传

染病发生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
案，及时开展环境卫生清理与消毒工
作。应及时清理淤泥、动物尸体、垃圾和
粪便，做好无害化处理。清污所产生的
大量垃圾应及时清运，严禁倾倒河中。

潘力军表示，洪水过后留下的淤泥
和积水容易导致媒介生物滋生。受灾
群众要及时清除庭院和居室内的淤泥
和积水。地下室的水如果积存较多，需
根据情况分批抽出，避免短时间全部抽
出导致结构损坏、墙体坍塌。

“餐、饮具首选煮沸消毒，煮沸时间
应在15分钟以上。”沈瑾说，灾后个人住
宅室内环境和物品也应进行充分消
毒。墙壁、地面可采用有效氯 500毫克
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溶液进行喷洒或擦
拭消毒。家具、卫生洁具等生活用品清
洁后，也要用含氯消毒剂溶液冲洗、擦
拭或浸泡。

专家强调，灾区群众不应食用任何
被洪水浸泡过的食品，可蒸煮食品要充
分加热后食用。同时，要加强手卫生和
个人健康监测。如饭前便后、哺乳前、
护理病人前后、接触动物或动物尸体后
等情况下，均需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
动水下洗手。接触洪水后若出现腹泻、
呕吐、发烧或腹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消毒：选择对人畜安全和环境友好
的方法，防止过度消毒

根据指引，工作人员要了解各种消
毒剂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尽可能选
择消毒效果可靠，简便易行，对人畜安
全、对环境友好的消毒方法，正确实施
消毒措施。一般情况下，外环境以清污
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进行消毒处
理。不应对无消毒指征的灾区环境、交
通道路、路面、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防
止过度消毒现象的发生。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做好重点区域
消毒工作，北京市门头沟区疾控中心已
成立10个防疫指导组，指导受灾地区做
好涉水路面、农户庭院、厕所消杀等工
作。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汛期健康
提示，指导洪涝灾区有针对性地及时开
展清洁卫生与预防性消毒工作。

“受灾群众安置点、医院、学校、幼儿
园、集贸市场等与人们生活工作密切相
关的场所是灾区环境卫生消毒工作的重
点区域。”沈瑾提醒，这些重点场所清污
消毒后，要开门开窗加大室内空气对流，
及时通风。群众使用清洁剂和消毒剂
时，应仔细阅读并遵循产品标签上的使
用说明，不要混合使用。对受淹厕所、牲
畜养殖场所等也应进行全面消毒。

怎样做好洪涝灾区卫生防疫
专家带你了解环境处置与消毒指引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高寒水韭再现香格里拉
近日，科研人员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普达措景区内首次发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高寒水韭，现场统计显示，该居群数量超过500株。
图为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普达措景区内的高寒水韭。

新华社发 李红 摄

新华社兰州8月8日电（记者 张
玉洁 王朋）兰州中心气象台于 8日 9
时发布甘肃省干旱黄色预警，甘肃金
昌、武威、兰州、白银等市大部地方及
张掖市山丹县、民乐县等地气象干旱
已达重旱以上。预计未来 7天，河西
大部和陇中北部等地无有效降水过
程，气象干旱将持续并发展。

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了解到，6
月以来，甘肃全省降水总体偏少、气
温偏高。全省大部分地方降水偏少
两至三成，其中，河西地区和陇中北
部降水偏少三至五成。此外，全省有

36个县（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
高温出现范围和日数较常年同期偏
多，其中，河西地区和陇中北部平均
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

目前，甘肃各地正在采取相关措
施积极抗旱自救。甘肃各级水利部
门通过发挥已建引提调水工程作用，
全面实行计划用水，统筹做好储水、
节水工作，合理保障生活、生产、生态
用水。旱情较重的山丹县等地，通过
启动应急补水工程、实施备用水源工
程、设置临时供水点等方式，保障群
众生产生活用水。

甘肃发布干旱黄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邹
多为）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今年前7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55万
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出口13.47
万亿元，进口10.08万亿元，同比分别为
增长1.5%和下降1.1%。

7 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3.46 万亿
元，同比下降 8.3%。海关总署统计分
析司司长吕大良说，二季度以来，我国
月度进出口规模稳定保持在3.4万亿元
以上。整体看，我国外贸进出口运行
平稳、符合预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

具体来看，出口顶住了外需走弱
的压力，整体保持增长，部分产品出口
表现亮眼。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
品 7.8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占出口
总值的 58.1%。其中，汽车、船舶、电工
器 材 出 口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8.5% 、
23.8%、21.9%。

进口方面，在工业生产基本平稳、
消费场景有序恢复带动下，我国主要
能矿产品进口量稳步增加、部分消费
品进口增速超过 10%。前 7个月，我国
能源产品、金属矿砂进口量同比分别

增加 33.3%、7.9%。同期，除乘用车外
的 消 费 品 进 口 9627.4 亿 元 ，增 长
10.1%，其中肉类、干鲜瓜果、食用水产
品进口值分别增长6.5%、17.9%、22.2%。

外贸主体方面，民营企业继续保
持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位置。前
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2.46万亿元，
同比增长 6.7%，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比
重进一步提升至 52.9%，比去年同期提
升 3.1个百分点。此外，参与外贸的民
营企业数量达到 47.8 万家，同比增加
3.6万家。

“朋友圈”方面，东盟继续为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前7个月，我国与东
盟贸易总值为 3.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我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主要
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下降 0.1%、下降
9.6%和下降5.8%。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我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06万亿元，
同比增长7.4%，占我国外贸比重同比提
升2.2个百分点至34.2%；对中亚五国进
出口增长35%，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对拉
丁美洲、非洲分别增长5.5%和7.4%。我
国多元稳定的经贸关系不断拓展。

前7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整体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