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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戴安全头盔要把长头发塞进帽衬里，防止

攀树时头发和绳子绞在一起；安全带的松紧度在腰

腹部以能伸入一个手掌的厚度为佳……”

近日，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校园一隅的一片树

林里，身着运动服的体育老师邓维向学生们传授爬

树前的装备穿戴使用方法。树林下的空地上，摆放

着安全带、头盔、安全绳、滑轮、树皮保护器等攀树

工具。

这门攀树课自 2019年开设以来，每到新学期选

课时，以秒光的“战绩”在校内“火出了圈”。课程共

计 32个学时，采取小班化教学，虽然规定学生名额

不超过20人，但挡不住每学期都有一些户外运动爱

好者悄悄来蹭课。

儿时有偷偷爬树经历的计算机学院男生陈孟

卓，很幸运“抢到”了攀树课。几堂课下来，他感到这

门课并不是“玩一玩”这么简单，从认识各种装备、判

断树木是否可爬，到利用工具零件组装攀树系统、抛

豆袋找树上支点、打绳结，最后完成攀树任务，有各

种技巧、安全知识需要掌握。

在邓维看来，让学生们学会保护树木、体会生

态环保的重要性与掌握安全爬树技能同样重要，

“每学期的攀树实践课会选在校园内不同场地上

课，使用设备专门配置了树皮保护器，防止对树木

造成伤害”。

“当克服恐惧，攀上绳索在树林里自由地上升、

下降、荡漾，感受到身上迸发出不断向上挑战的勇

气。”陈孟卓说。

像这样的“爆款体育课”还有很多，四川大学体

育课“菜单”里，有击剑、桨板、攀岩、射箭、普拉提等

40 余类体育项目供学生选择，年均课程达 900 门

次。其中，《野外生存技能》《形体舞蹈》等课程，深受

学生好评。

《野外生存技能》融入了体育学、地质学、运动医

学等多门学科，通过急救、水上运动、野外生存的知

识讲解和实践，培养学生“水陆两栖”基本生存技能、

自救互救能力，以及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团队精神。

“遇到水灾等自然灾害，光学会游泳还不够，我们

教学生如何使用桨板、皮划艇求生，演示船翻了后如

何自救，以及在水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应对方法，

让学生了解该如何更有效、迅速地自救。”邓维说道。

陆上生存技能则教学生山地识图、露营选址、野

外生火等户外生存，以及自救与他救等基本方法技

能。在课程中，老师还会对某项技能训练让学生进行

发散性思考，例如当洪水来了，如何利用身边的日常

生活物品逃生；没有安全带时可以用什么代替等等。

今年五一节前，上《野外生存技能》课的同学们

背着帐篷、睡袋、干粮，在老师带领下来到雅安市爬

大相岭，完成两天一夜的露营爬山。两天，每人负重

三四十斤，徒步爬山 20多公里，在海拔 3000多米的

高山雪地露天宿营，考验着同学们的耐力和协作力。

“上山时，遇到了雨雪天气，每个人都满身泥

泞。有的同学脚磨出血泡，有的女生体力不支，大家

互相帮忙，一起克服困难。”谈起这段经历，让土木工

程专业大四男生徐安明最难忘的是，在山上宿营大

家一起看满天繁星、日出云海，内心充满感动，觉得

一切辛苦都值得。

据介绍，为确保学生生命安全，老师们已提前对

规划的爬山路线勘察“踩点”，梳理出风险因素，对露

营地、水源地、以及路上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都

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并制定了应急预案。

在课后评教中，同学们给这门课很高的评价：“实

用！关键时刻能保命。”“很棒的选修课，内容丰富又

有趣，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更加珍爱生命。”

“近年来学校在体育教学中加强大学生生命安

全教育，改革教学内容、丰富运动项目，提升学生自

我保护技能，让学生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

命。比如《野外生存技能》课自2013年开设以来，不

断完善课程体系，目前正筹备开设滑翔伞项目，实现

水陆空项目的全覆盖。”四川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韩

海军说道。

重视体育运动是四川大学的历史传统。韩海军

说，学校体育育人目标是“一二三四”计划，即所有学

生都会游泳，并掌握两项运动技能，每个学生每周锻

炼三次，毕业前参加四次各类体育比赛，让同学们养

成爱运动、乐运动的终身体育习惯。

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农村看到，

各种无障碍设施逐渐丰富起来，从

残疾人家中的炕头扶手、门前坡道

到村部的无障碍设施，一条条“暖心

之路”正在铺就。

“来来来，快请坐！”在长春市双

阳区太平镇贺家村，60岁的张功财

将记者迎进门。他的家门口没有台

阶，而是一条水泥坡道，两侧还有钢

管扶手。“有了这些，我就不怕走路

摔跟头了。”张功财说。

2014 年，由于突发脑出血，张

功财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此

后，双阳区残联为他配备了康复器

材、拐杖和轮椅。他指着墙上挂着

的上肢锻炼器材说：“每天有时间，

我就用它锻炼三五十下，几年下来，

恢复得还不错。”他现在说话吐字清

晰，可以蹒跚走路。

2021年夏天，一队工人来到他

家，在征求了他的意见后，为他安装

了炕头的把手、门口的坡道和扶手。

“过去出门上下台阶总摔跟头，

现在有了坡道，我每天都在院子里

溜达几圈，方便多了。”张功财说。

吉林省为乡村残疾人进行的家庭无障碍改造，会根

据每个家庭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

在双阳区山河街道东升村，赵艳华家的无障碍设施

是安装在门斗里的助行扶手。半身不遂的赵艳华可以

在门斗里扶着扶手来回散步。“这是去年残联上门加装

的，也是按照我的要求。”赵艳华说。

不仅如此，东升村的村部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门

口台阶两侧修建了坡道和扶手。风和日暖的天气，赵艳

华的老伴儿会用轮椅推着她一路到村部参加活动或者

义诊。“现在从家到村部都有了无障碍设施，一路过来都

很顺畅。”赵艳华说。

据介绍，2021至2022年，吉林省共为3290个村子实

施无障碍改造。2023年还将利用彩票公益金为全省1.5
万余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和1200个村级残疾人服务场所

实施无障碍改造。

每年五月份，正是冬枣树冒嫩芽的季节。在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几个乡镇提前进入了“农忙时期”。

在沾化区下洼镇曹家庙村的枣芽茶加工厂，三

十多个工人正忙着掐冬枣芽。抹芽、晾晒、揉捻、炒

茶、包装……一片片枣叶经过多道工序，“化身”为一

罐罐枣芽茶。加工车间内，伴随着机器的阵阵声响，

浓浓的茶香扑面而来。

“每到此时，村民们采下的枣芽会被农业合作社

统一收购，制成冬枣芽茶。”滨州市沾化区长标富硒

二代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学凤说。

早在 2003 年，当地就有村民开始制作枣芽茶。

彼时由于技术不成熟，采摘下来的枣芽只能运到外

地制作。“长途运输不仅让枣芽丧失了营养价值，更

增加了制茶成本，制作出的枣芽茶品相不佳、效益不

高。”下洼镇党委书记魏书柱说。

2019年，山东省派乡村振兴服务队来到曹家庙

村，他们引进了先进的制茶技艺，又聘请技术人员

手把手教村民如何操作机械设备。慢慢地，枣芽茶

摆脱了此前单一的粗加工模式，开始向全链条加工

转变。

“你看，从采摘到包装，我们现在建立了完整的

生产线，产业发展也逐步走上了正轨。”魏学凤对记

者说，为了提高枣芽茶的品质，他还特意从福建请来

了专业的炒茶师傅“助阵”。

如今，合作社每年能生产枣芽茶 2000 斤左右。

枣芽茶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也带动周边乡镇的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当地高度重视冬枣产业的融合发展，依

托枣花节、黄河大集等活动，积极组织冬枣深加工产

品的推介会，鼓励特色农产品走出去，进一步强化

“沾化冬枣”的品牌效应。

从“单一卖枣”升级到“全身变宝”，不起眼的枣

芽成为了一片片致富的“金叶子”。“我们将持续做

大、做强、做优冬枣产业深加工文章，强化区域品牌

宣传推介，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

展。”沾化区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说。

22 日 ，2023 年 全 国 帆 船 锦 标 赛（ILCA6 级

&ILCA7 级）暨 ILCA6&7 级杭州亚运会选拔赛在河

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扬帆开赛，共有来自福建、广

东、江苏、上海、山东等地的78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河北省体

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主办。比赛设奥运级别项

目、青年级别项目和 ILCA级团体项目，其中奥运级

别项目设男子 ILCA7 级场地赛和长距离赛、女子

ILCA6级场地赛和长距离赛，青年级别项目分为男

子 ILCA7级U21场地赛和长距离赛、女子 ILCA6级

U21场地赛和长距离赛。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竞赛部部长王佳鑫介

绍，全国帆船锦标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单项赛事，

本次比赛汇聚了国内顶尖的运动员，不仅能检验

运动员的训练成果，还将选拔出杭州亚运会的参

赛选手。

据介绍，秦皇岛市近年来与中国帆船帆板运动

协会深度合作，承办、举办全国帆板锦标赛、全国帆

船锦标赛、中国家庭帆船赛等40余项国家、省、市级

水上运动赛事。

“崴脚以后用冷水还是热水

敷？”“消毒酒精最适合的浓度是多

少？”在北京一所中学的体育课堂

上，同学们正在积极准备将首次开

考的中考体育机考。

根据 2021年发布的《北京市义

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

案》，北京中考体育考试将在八年

级加设 10 分的体育与健康知识考

核。首次考试即将于今年5月25日

至 31 日以计算机化考试（机考）形

式进行。

据了解，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

并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要考查学

生基本常识和体育运动中的积

累。题目的表述也是基于常识和

感受，不会用学术语言。”北京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近日走访部分中学了解

到，学校在备考过程中充分准备，

围绕健康教育、体育文化、体育精

神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初二体育学科

备课组长朱博介绍，学校围绕体育

精神、竞赛规则、自我保护、健康常

识等方面组织学生备考，并通过

App小程序开设“体育与健康知识”

模块方便日常练习。

“我们学校自己编写了一套复

习资料，包括运动受伤后正确的处

理方法等健康知识、奥林匹克体育

精神与体育文化知识等。”北京市

西城区一位考生介绍，在学习体育知识的同时也学

到营养膳食等内容，感到特别有收获。

受访教师表示，与之前体育课讲解技术、动作要

领不同，体育与健康考试增加了知识性的考察。在

备考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于运动损伤处理、急救、

逃生等实用知识兴趣很高，也纠正了日常锻炼中的

一些误区。

“我们以前也常提醒孩子要减少饮料、零食的

摄入，但实际效果不佳。现在系统地学习了健康知

识后，孩子更加主动地控制饮食。”一位学生家长表

示，希望孩子通过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不仅可以

顺利迎考，更收获受益终生的生活与运动习惯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大，中国对三江源地区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力持续提升。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青海是世界上高

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青藏高原

重要的生态与物种宝库。野牦牛、藏野驴、雪豹、喜马拉

雅旱獭、岩羊等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

青海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玉树市隆宝镇，平均海拔超过4200米，是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也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黑

颈鹤及其繁殖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区。

近日记者在这里看到，一对对黑颈鹤在湿地中翩翩

起舞，一群群斑头雁、赤麻鸭等鸟类自由飞翔。据了解，

自1984年建站以来，保护区鸟类从起初的12目20科30
种增加到17目39科138种。

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巴桑才仁说，保

护区内的黑颈鹤从最初的几十只增加到200多只，斑头

雁数量最多时超万只。今年，这里成功入选国际重要湿

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将得到全面系统保护。

可可西里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眼下进入藏

羚羊一年一度的迁徙季。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的藏羚羊种群数量也从保护初期的不足 2万只恢复

至7万多只。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田剑说，目前，青海

85%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已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加。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

源园区，目前杂多县昂赛乡监测到雪豹个体达80多只，

它们与金钱豹、猞猁、白唇鹿等野生动物共享一片栖息

地，澜沧江源头已成为动物乐园。

青海省植物资源也得到有效保护。青海省林业和

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毓介绍，近十年来，青

海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和研究取得显著成效。通过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青海省

75%以上的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助力青藏高原野生

生物遗传资源国家基因库建设。

国家文物局等日前宣布，我国在南海海域发

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未来将分阶段开展考古调

查工作。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我国深海装备

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在此次考古发现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并将为后续考古调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2022 年 10 月，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在我国南海海域执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科学考察和深潜作业时，于南海西北陆坡

约 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大型海底沉船遗址，

并及时通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之后，两处沉

船分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

陆坡二号沉船。

“近年来，中科院先导专项等自主部署研发的

船载多波束系统、应急救援打捞作业工具、水下无

人探测平台等系列技术和装备，为深海文物水下

发现打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科学部副主任陈传绪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将用 1 年左右时间，分 3 个阶段实施一

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这是中国水下

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

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

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

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

陈传绪介绍，针对文物现场观察和文物提取

的特殊要求，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将利

用载人/无人潜水器，配合使用新型力反馈柔性机

械手、潜载吹沙清理装置等，对海底文物进行无损

的保护性提取，对被沉积物覆盖的关键文物进行

水下清理，方便考古学家进行原位观测。

“我们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平台技术装备，包括

‘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深海勇士’号、‘奋

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狮子鱼一号’遥控水下机器人

等，同时开展深海考古关键技术攻关和专用装备研

发，为深海考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陈传绪说。

“深海勇士”号开展下潜前的布放作业。

这是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

昂拉村拍摄的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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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
帆船锦标赛

在河北秦皇岛开赛

鹤舞羚奔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
保护能力持续提升

山东沾化：冬枣芽变身增收“金叶子”

我国深海装备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为南海沉船遗址考古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