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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金融好网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市分行营业部

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金融好网民”
活动，营业部王新及常欣、王思雨三名同
志深入华北大学、 中冶工地及商品批发
超市， 积极为群众讲解反洗钱及人民币
形象知识普及、 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
资等金融知识， 旨在让老百姓了解如何
识别和预防非法集资， 为弱势群体普及
相关金融知识。 / 王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蛟河市支行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按照上级行的统一部署，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蛟河市支行于 2019 年 9 月组织
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
家”活动。 本次活动的开展有效提升了群
众对现代金融知识的了解， 增强了金融
风险意识和防范金融诈骗能力， 提高了
自身金融权益保护能力， 更提升了消费
者的金融素养， 起到了良好的普及金融
知识作用。 / 崔艳红

辽源龙山消防大队开放
迎来机关团体、师生代表参观学习

为进一步加大消防宣传力度， 增强机关
团体和在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9 月 20
日，辽源龙山消防大队开放，迎来市团委和
部分师生代表，共同感受消防文化，学习消
防知识。 在指战员的指引下，参观人员对消
防车辆、 各类抢险救援器材装备进行了参
观，指战员对消防器材装备及抢险救援器材
的不同性能、使用方法及主要作用等进行了
仔细的讲解， 并现场进行了器材功能演示。
随后，参观人员走进营房，在一楼大厅一起
观看了优秀指挥员夏闯的先进事迹，同时指
战员向参观人员介绍了消防救援队伍的一
日生活制度，让他们近距离感受到正规化的
管理和消防指战员的生活。 参观人员纷纷表
示，此次参观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消防知
识， 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和生活当
中，并传授给身边更多的人。

/记者 吕闯 报道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县博物馆参观践学

为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培养全体指战员的爱国情怀，丰富
主题教育形式，9 月 20 日, 永吉消防救援大
队于组织全体队员参观县文化博物馆。 博物
馆里展品林立，内容丰富，在讲解员的引导和
讲解下， 指战员们认真参观了《抗战十四
年———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陈列》,使指战员们
切身感受到了东北抗联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坚
持抗战的峥嵘岁月。通过此次参观，使指战员
们充分了解了历史文化， 受到了一次良好的
爱国主义教育，接受了红色教育精神的洗礼。
参观后，大家纷纷表示，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
员，更要牢记历史，以抗联精神为指引，立足
本职工作，积极履职尽责，为人民安居乐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
极性，树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新形象。

/记者 吕闯 报道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对重点单位消防控制室人员进行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消防控制室人员职业技能
和专业知识， 增强控制室人员操作和应急处
置能力，切实做好国庆 70 周年期间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9 月 23 日，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组
织辖区重点单位对消防控制室人员进行培训
活动。首先，防火监督人员向辖区重点单位明
确了消防控制室人员的工作职责， 强调了消
防控制室人员相关的制度，消防控制室设置，
控制室的控制设备运行及管理， 消防设施维
护与日常检查，应急处置程序等内容。随后监
督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针对火灾发生的特
点、就报警、灭火、自救、疏散人员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讲解， 并针对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提
出的各种疑问一一做了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
活动提高了社会单位的火灾防控能力， 全面
提升了单位消防控制室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化管理水平。 /记者 吕闯 报道

消防之声

运动是良医
“生命在于运动”是流传了

数百年的朴素体育健康观，而近
年来， 不管是医学界还是体育
界，严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
验证“运动是良医”这句话。

1992 年，美国心脏协会宣
布身体活动不足是心脏病的主
要因素，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身体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率存
在相关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学术研究发现包括心血管疾
病、 糖尿病和肿瘤在内的很多
慢性疾病， 都与缺乏或者运动
不足有相关性。

在我国，为期 30 年、著名
的“大庆研究”发现，包括运动
干预在内的生活方式干预促使
糖耐量受损患者糖尿病累计发
生率、糖尿病并发症、心血管疾
病风险及发病率显著下降。 再
次证明长期改善生活方式是可
以实现的， 具有较高的成本效
益和临床价值。

美国运动医学会前主席、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詹姆斯·斯

金纳说：“对于很多慢性病来说，
合理运动就是最好的药物。 ”

处方搭桥梁
运动是良医， 但具体到每

一个人， 运动之前都会面临这
样一串问号———到底应该进行
什么运动？每次多长时间？多大
强度？多少频次？在什么情况下
应当停止或者调整？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 这或
许并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
对于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患者来说， 没有
科学的运动指导， 将很容易面
临风险。

而运动处方恰恰就能够回
答这些问题， 根据每个个体的
不同体质和疾病情况， 制定精
准的运动指导方案。

其实， 运动处方的概念最
早诞生于美国， 已经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应用和发展。 简单来
说， 运动处方是由专业的医师
和运动指导人员根据病人具体
的身体健康状况， 以处方的形
式对其运动的频次、 强度、时

间、方式、运动量、安全注意事
项等内容进行指导， 以帮助病
人通过运动锻炼改善健康水
平，预防和治疗疾病。

“运动处方”正是体医融合
的一座桥梁， 将医疗机构与健
身机构， 医生与健身指导人员
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在国内部分地区，
以运动处方为桥梁的体医融合
已经开始进入到实际应用阶
段。

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医
学研究所体育医院的运动处方
门诊开诊， 目前已经制定出一
套高血压、 糖尿病和冠心病等
慢病人群个体化运动处方。
2019 年年初北京医院内分泌
科的糖尿病健康管理门诊的开
设， 把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指导
落地到实际中。

2019 年初，深圳市卫生健
康委、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和深圳市教育局联合下发
《关于实施体医融合行动计划
的通知》，开展运动处方培训试
点， 组织全市体育老师参加运
动医学相关专业培训等， 推动
体医融合服务项目落地。

瓶颈待破解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 在国

内， 运动处方完成了从无到有
的突破， 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不
少瓶颈亟待破解。

首先是人才的缺乏。“医学
健身”的概念在国内方兴未艾，
但在美国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
发展。 在美国，目前医学健身中
心 80%以上的到访者是由医生
转介而来的。 而在国内，具有运
动处方系统知识、 能够开具运

动处方的医生和健身指导从业
者寥寥无几。

此次培训的主要讲师之
一、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王正珍
说，一张运动处方的出炉，要经
过健康信息筛查、医学检查、运
动风险评价、体适能测试和评价
等多个准备步骤，在处方开具之
后， 还要进行实施过程监控、实
施效果评价、 运动处方调整和
修订等一系列后续步骤，才能保
证处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因此， 不管是医生还是健
身指导从业者， 接受运动处方
的培训就成了重中之重。 以这
次培训班为例， 培训班由 IEI
国际运动健康研究学院主办、
奥美健康集团承办，约 70 名学
员中有七成来自医疗系统，除
此之外，还有不少健身机构、健
康管理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运营
者和专业服务人员等。

奥美健康董事长徐峻华和
他的团队与美国运动医学会等
机构合作， 将运动处方的相关
课程引入中国， 在线下举办培
训班， 为学员提供运动处方软
件和小程序， 并开发了相应的
线上课程和考试平台。

“医生、健身教练和健康管
理人员经过培训， 明确了在为
慢性疾病人群运动处方制定和
实施过程中的分工， 医生对疾
病的诊断、合理用药、运动的禁
忌证判断、 运动量推荐和运动
中特殊注意事项负责， 健身指
导人员则根据医生提供的医疗
信息制定并实施体适能测试方
案和运动处方， 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体医融合， 这是国外的成
功模式。 ”王正珍说。

业内专家表示， 目前制约

医学健身发展的另一个现实的
困境是，国内的医生、特别是三
甲医院的医生工作普遍处在超
负荷状态， 如果增加运动处方
等工作，医生要经历培训、资格
认证等多个环节， 让这个群体
不堪重负。

而如何给予医务人员和医
疗机构合理的激励， 也是亟待
破解的问题。 目前，除了少部分
地区和个别医疗机构的“体适
能测试”和“运动处方”列入了
收费项目， 绝大部分地区仍然
没有运动处方的合法收费项
目， 即使医生具备开具运动处
方的能力， 也会面临“师出无
名”的尴尬。

每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都
应该是严谨的科学研究在支
撑， 就像一款新药推向市场前
要经过多次临床试验一样，只
有明确的研究结果认为某项运
动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
病人获益时， 才能应用到实践
中来。

因此， 没有科研领域中的
体医融合， 就没有应用中的体
医融合。 而目前我们应用的更
多的是国外的研究结果， 期待
着更多的适合中国人的运动医
学研究成果。 对于体育科研人
员来说， 一线的临床数据很难
获得， 而对于医学科研人员来
说，体育又是一个“偏门”甚至
被冷落的研究方向。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
践， 可能都需要我们的政府从
顶层设计和政策层面上去解
决， 而不管是体育部门还是医
疗机构， 都应该持一种开放的
心态去面对融合。 ”王正珍说。

/新华社

体医融合，从这张纸开始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在
“计划性” 这个人格特征上的
个体差异，会导致人们在实际
生活中的行为有所不同。 相比
那些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人，那
些善于为实现长期目标制定
具体计划的人在坚持体育锻
炼方面做得更好。 该研究成果

已于近日发表在美国心理学
会的《心理学》杂志上。

心理学中， 有 5 种特质可
以涵盖人格描述的所有方面，
分别是外向性、宜人性、尽责
性、神经质和开放性。 其中尽
责性， 也就是一个人是否勤
勉、有序和可靠，一直被认为

与健康的行为相关。 论文第一
作者、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丽
塔·路德维希表示， 他们在研
究中首次锁定了尽责性这个
人格特征的一个方面——计
划性。

俄勒冈大学的研究人员记
录了 282 名志愿者在 2018 年

的 20 周时间内去健身房的情
况， 并收集了他们在 2017 年
的健身记录。 这些志愿者还提
交了各自的健身计划，并填写
了针对“计划性”特征的自我
评估表。 结果发现，那些给自
己在“计划性”特征评分较高
的志愿者比对自己评分较低

的志愿者去健身房的概率要
高， 在秋季平均会多去 5.9 次
健身房，冬季会多去 8.5 次。

研究人员认为， 该研究为
心理学上更深入理解性格差
异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

/ 新华社

能否坚持体育锻炼与人格特征有关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体医融合”，鼓励医院培养和引进运动康复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
近年来的很多政策中，体医融合多次被提及。 日前，IEI 国际运动处方菁英培训班在深圳举行，记者采访了来自国内外该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运动处方”正是连接体育和医疗

的关键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