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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为抓手，连接城与人，推动体育、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美化人居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山楂糕等小吃酸甜开胃，新
出锅的炸糕外酥里糯……漫步
天津五大道，耳朵眼会馆人头攒
动。近年来，炸糕、煎饼馃子、锅
巴菜等天津小吃不断“出圈”，让
众多游客为了美食奔赴这座城。

特色小吃不仅拉动文旅消
费，也打造了城市文旅的闪亮名
片。沈阳鸡架、淄博烧烤、万州
烤鱼、乐山钵钵鸡、天水麻辣烫
……这些不同地域的特色小吃，
以口感抓住游客的胃，以文化牵
动游客的心。文旅深度融合的
大背景下，各地小吃日益成为城
市的招牌。借文旅融合之东风，
特色小吃也在加速实现产业化，
成为文旅产业的催化剂和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因子。

新场景由创新而来，新名片
因创新而亮眼。随着百姓消费需
求更加多元化，市场竞争更趋激
烈，不断创新方能实现突破、站稳
市场。比如，老字号桂发祥瞄准
健康饮食需求，研发了高纤麻花、
益糖麻花等新品，还开设了麻花
文化馆，满足游客更深入的文化
需求。创新让特色小吃紧跟时代
脚步，思路越宽，小吃的潜能挖得
就越深。螺蛳粉是柳州的特色小
吃，当地不仅打造螺蛳粉电商产

业园，还推出“螺蛳粉之旅”专线，
打造螺蛳粉主题景区。一种小
吃，串起一条产业链，这样的文旅
融合思路值得借鉴。

街头巷尾的小店、小摊同样
可以在消费中唱“一出好戏”。
近年来，很多人的旅游规划中都
有打卡特色小吃的行程，那些名
不见经传的小店越来越受青
睐。许多游客去太原，一定要吃
一笼认一力蒸饺；去沈阳，少不
了一口老四季抻面。小店背后
往往是“大人气”，打造好“烟火
小店”，城市烟火气更浓，吸引力
也更强。

小店不仅各自特色鲜明，聚
集在一起还能汇聚成更亮眼的
色彩。在天津，西北角早点已经

“出圈”，西湖道美食街、洪湖里
美食街、姚村夜市等街区，同样
靠特色美食引来众多食客。把
街头巷尾特色小店的名号打出
去，规划美食线路，畅通公共交
通，发挥集聚效应，就能进一步
放大特色美食的感染力，吸引更
多游客。

看似不起眼的小吃，折射的
是一个城市的吸引力。擦亮特
色小吃这张城市名片，城市会更
加宜居宜游。

【关键词】城市马拉松
【事件】前不久，2024 天津马拉

松（以 下 简 称“ 天 马 ”）如 约 开 跑 。
在五大道的赛道外，观众为跑者鼓
劲加油；赛道内，不少选手举起手
机，拍下自己与历史风貌建筑的合
影，兴奋地与观众招手。此次“天
马”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以
及健康跑 3 个项目，超过 12.1 万人
报名，较去年增长 28%，经抽签确定
3 万人参赛。

【点评】
作为一项高强度的户外有氧运

动，跑马拉松既锻炼身体又磨炼意
志，是锤炼品格、丰富生活的重要方
式。从“天马”现场看，跑者非常尽
兴。“赛道又宽又平，周围的观众特
别热情，明年我还要来！”组织单位

和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不
断提升选手参赛体验，助力跑出全
民健身发展加速度。

城市马拉松，既是马拉松爱好
者的舞台，也是城市营销和推广的
平台。“一路跑下来发现了很多漂亮
的地方，正好这两天和老同学们一
起逛逛。”对于跑者来说，42.195 公里
既是马拉松比赛全程的距离，也是
一段感受地方文化、城市底蕴的悦
心之旅。来自外地的选手收到《天
津潮流夜生活指南（2024 版）》；参赛
包和完赛包里有桂发祥十八街麻
花、王朝葡萄酒、海河牛奶等天津特
色产品；比赛线路经过精心设计，选
手参赛过程中能经过“天津之眼”、
解放桥、世纪钟、民园广场等地标，
这样的“天马”别具文化韵味。以

“体育+”为抓手，连接城与人，推动
体育、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马拉松赛事才能更有吸引力，成为
城市的一张闪亮名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些
年“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时尚，为
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通过举办多项沙漠
越野赛事，提升了沙漠越野运动的热
度与知名度，也吸引不少游客体验沙
漠旅游；安徽广德市是山水竹乡，通过
举办超级铁人三项赛，将竞技之美融
入绿水青山，让赛事流量转为消费增
量；在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蒲河
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路线融合了特色夜
光跑道、冬奥主题通道、蒲河生态廊道
等资源，丰富了参赛者的体验感……
从赛前、赛中、赛后多个环节发挥赛事

的带动效应，将为城市打开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科学规划，统筹调度，确保
人们舒心参赛、开心观赛，才能展示包
容、开放、文明的当地形象，从而赢得
回头客。

观看一场精彩的专业比赛，近距
离感受竞技体育的魅力；参与一场火
热的群众赛事，体验当地风土人情；
尝试一次有趣的新兴运动，丰富人生
体验……体育为生活增添精彩。体
育赛事助推全民健身热潮，不仅给体
育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
动了各地文体旅融合发展。面向未
来，各地通过差异化定位、规范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举办更多更优质的
体育赛事，定能让运动流量变发展

“留量”，实现推广全民健身与促进城
市发展的双赢。

家里装修，废旧的坐式马桶扔哪？
大件垃圾，不少小区物业不让扔

进“其他垃圾桶”；陶瓷制品不易二次
利用，没人上门回收；当建筑垃圾请人
拉走，付费还不便宜。一个马桶难倒
了不少家庭。

如今这个问题在北京有解了！
根据北京市最新发布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重点提升工作方案》，每个街
道至少明确一家提供上门服务的大
件垃圾托底收运服务单位，以社区为
单元，定期开展集中投放日活动。此
外，这一方案还就建设再生资源绿色
分拣中心、组建专业生活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队伍等作出规定，有助于通过
精细化服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质
增效。

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识增强，
垃圾分类日益成为绿色低碳生活新时
尚。不断强化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
成习惯，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从“教我分”到“我会分”的转变，有助
于从源头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也要看到，大件固废垃圾无人清运、低
值垃圾分完类无人回收、小区垃圾箱
异味较大等现象，影响了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的积极性。解决相关问题，关
乎群众的参与意愿，更关乎垃圾分类
的工作成效。

推行定点投放，做好选址设计及

宣传引导，而不是将原先的垃圾桶“一
撤了之”；升级改造垃圾房，添加投放
口自动感应、定时喷雾除臭等功能，让
投放体验更好；开发小程序，方便用户
在线预约上门回收或查询服务点，推
动低值垃圾有效回收……各地不断探
索，以周到服务解决群众“不会分”“不
愿分”“不好分”等问题，提升了分类的
便利性、体验感。让服务更精细、更暖
心，方能打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最

后一公里”。
垃圾分类工作链条很长，涉及投

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前
端分类不合理，就会增加收运处理负
担，降低资源垃圾回收率；中端收运衔
接不畅，后端处理能力不强，就会出现
垃圾混运、外溢等问题，降低群众对垃
圾回收的意愿。避免出现“垃圾分完
类，运输‘一锅烩’”等现象，需要强化
精细化思维，着眼全链条优化措施，避

免各环节“跑冒滴漏”，更好形成垃圾
分类工作的完整闭环。

应对“混收混运”，江苏苏州建立
完善“不同队伍、不同车辆、不同频次、
不同去向”的分类收运体系，确保前端
分得好、中端运得清；应对“处理粗
放”，四川成都肖家河街道推动形成完
整处理链条，可回收物、厨余垃圾送往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中心分拣，其他垃
圾送往生活垃圾中转站，有害垃圾送
往有害垃圾暂存点，医疗垃圾由专门
公司单独处理，配套设施的完善提高
了处理效率。

从实践来看，垃圾分类需要全民
参与，也需要机制完善、设施配套。服
务越精细，配套越完善，就越能激发群
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就越能促进
垃圾分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从发
挥社会力量，拓宽再生资源利用途径，
到利用技术手段，让转运、分拣更智
能，用好精细化思维，助力各环节打通
梗阻、补齐短板，才能让中后端收运处
理与前端分类相匹配，实现分得出来、
运得出去、分类处理到位、回收利用有
效的良性循环。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也需人人尽
责。统筹谋划、聚焦难点，循序渐进、
久久为功，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打赢垃圾分类“持久战”就有了深厚的
支持、坚实的根基。

上下班的通勤，如一块“总能挤出
水的海绵”。“以前早、晚高峰从四公里
立交桥进出内环，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平均只要15分钟”。这两年，重庆不少
市民对南岸区四公里这一“常年堵点”
的改变感触颇深。

一个堵点被疏通的背后，万千字
节急速跳动，注解数字重庆建设带来
的民生实感。为缓解交通拥堵，重庆
向“智”问策，把大数据智能化融入一
条条桥隧、一处处枢纽，打造“城市路
面交通大脑”数据中心，实施“智慧交
通”等精细化管理，为道路畅行有效减
阻。

“15 分钟之变”，是数字赋能超大
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一个“触点”，是数
字重庆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推进的一
类成果，凝结着对民生愁盼的关切，更
折射着一座城市治理入微的追求。

不久前，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再
度召开，谋划这座城市的“数智之
进”。“聚焦设施运行、社会治理、应
急动员、生产生活服务等重点”“以

‘大综合一体化’为突破口探索城市
运行和治理机制改革”“全面加快 AI
智能体和数字孪生系统建设”……覆
盖城市不同条块的部署，直击城市
运转第一线，直抵人居生活最前沿，

直指加快探索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子，助力打造一座韧性更
强、智慧更足的美好城市。

从量变到质变，从“有没有”迈向
“好不好”，重点已经明确，路径愈发清
晰。

“2025 年形成基本能力”，需要牢
牢锚定目标，善于寻找可乘的“快
车”。以数字赋能和“大综合一体化”
为突破口，做好定期调度、赛马比拼和
总结复盘，持续加大“统”的力度、运用

“数”的手段、做好“治”的文章，才能更
加主动拥抱AI时代，丰富完善应用场
景，让数字创造更多奇妙的变化。

“15分钟之变”，看似简单，实则不
易。人们日常中看见的，可能是1分钟
内响应的物业上门维修，是5个工作日
内收到的孩子出生证明；许多人没看
见的，可能是渣土车冒装正以小时为
单位被处置，是上万台化粪池管控机
器人的 24小时监控……数字，在大城
市里施展它的小“魔法”，给人带去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字重庆建设正是如此，从无数
细微的变化里靠近人、温暖人，力求
在最小的切口里创造最大的效益。变
化仍在继续，数智值得期待，行动朝
夕必争。

推进垃圾分类需精细化思维
□ 石 羚

“体育+”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 武卫政

用更多“15分钟之变”传递数字之惠
□ 王瑞琳

特色小吃也能唱“一出好戏”
□ 郭 振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护理
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
护理价格政策通知，在立项指南
中单独设立“免陪照护服务”价
格项目。2024年底前各地对接
落实立项指南后，试点地区该项
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免陪照护服务”并非无人
陪护，而是一种由经过规范化培
训的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 24
小时生活照护服务，实现无家属
陪护或家属只陪不护的病房管
理模式。通过推动医疗、护理和
生活照护有机结合，“免陪照护
服务”在纾解“一人生病全家忙”
陪护难题的同时，也有利于规范
护理队伍、提升照护质量。

开展无陪护病房服务，体现
了医疗机构服务理念的提升，赢
得了患者的好评。如湖南长沙
市第四医院自开展无陪护病房
试点以来，住院患者满意度、医
师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均得到
提升。

无陪护的出发点是让患者
安心、让家属放心，重点是优质
照护。能不能满足患者的陪护
需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直接
关系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当前，护理需求大量存在，
不少医院护理人员短缺，护理市
场管理也不太规范。“免陪照护
服务”由专业护理人员提供全面
的护理服务，患者一个人也能

“住得舒心”，家属少了后顾之
忧。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

院的患者满意度长期较高，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医院建立了规
范化、精细化管理的护理团队，
以规范高效护理和智慧化建设
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比如，患
者的生命体征可借助智慧化设
备一键上传，病房内的智能床垫
可实现夜间患者离床自动报警，
智能药柜连接后台系统按照医
嘱供药。

国家医保局吸收地方探索
的经验，设立“免陪照护服务”价
格项目，为各地明确了标准化的
发展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国家
医保局明确现阶段“免陪照护服
务”仅适用于特级、Ⅰ级护理患
者，且暂不纳入医保，患者或患
者家属可自主选择由医疗机构
提供的“免陪照护服务”，也可选
择社会化、市场定价的护工服
务。这既避免了新项目被滥用，
挤占有限的护理服务资源，也为
家庭护理提供了更多选择，可以
满足家庭的多样化护理需求。
实现“免陪照护服务”规范化收
费，可以推动护理资源的优化配
置，促进护理行业的专业化和规
范化发展，为多渠道增进民生福
祉拓宽了空间。

当然，新生事物还需要实践
检验。“免陪照护服务”还有一些
难点堵点需要打通，但其在适应
老龄化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
健康水平方面的积极意义值得
点赞。这项服务的持续探索和
完善，必能惠及更多家庭。

“免陪照护服务”值得点赞
□ 王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