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4年11月6日 星期三 要闻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11月5日，参会者在第七届进博会汽车展区体验时的科技E20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当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届进博会整体展览展示面积超过42万平方

米，29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来自多国近800个采购团体参展与会，数量创历届新高。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马拉松“超级周末”折射活力中国“加速度”

提额度、降利率！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

11月的第一个周末，是属于跑
步的周末。在这个秋意正浓、寒意
渐起的周末，大江南北洋溢着奔跑
的激情。

据不完全统计，11月2日至3日
的两天时间里，全国范围内举行的
马拉松等各类路跑赛事超过30场。
按照赛事规模计算，参赛跑者总人
数约有40万人。在城市道路上，景
区步道间，人们迈开脚步，舒展笑
颜，自信奔跑。

参赛热情远未饱和

两天时间，超过30场比赛，40万
人参赛，这样的数字乍听之下令人
咋舌，但细细算来，又在情理之中。

《2023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显
示，2023年，全国共举办800人以上
规模路跑赛事699场，总参赛人次
605.19万，4月和11月全国举办的赛
事数量均超过百场。而在中国马拉
松热潮最高峰的2019年，各类规模
路跑赛事数量甚至有超过1800场。

一年52个周末，除去不适宜举
行跑步赛事的冬夏两季，数百场赛
事主要分布在春季和秋季。因此，
在气候舒适、景色宜人的3、4月及9、
10月出现赛事扎堆的“超级周末”不
足为奇。

即使有如此众多的比赛和参赛
名额，一些影响力大的“头部赛事”
依然一签难求。以3日鸣枪的北京
马拉松为例，3万人的参赛名额，有
超过18万人提交报名信息，人数创
历史纪录。不少跑友戏言，“中签相
当于中大奖”。

同样是3日进行的杭州马拉松，
总规模达到3.6万人，报名人数也高
达12.5万人，无缘赛事的还是绝大多
数。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这项赛事，
组委会今年特意开启了线上赛。截
至3日12时，杭州马拉松线上参与人
数超过1.3万人。

“线上赛的形式不仅方便了参
赛者，也为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提供
了参与机会。”杭州市民周宝成是一
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最大的爱好
是跑步，也有过多次杭马半程马拉
松的参赛经历，今年由于没有中签，
便利用下班后的休息的时间完成了
线上赛。

特色赛事差异发展

北马、杭马这样的“头部赛事”

一签难求，一些规模稍小的赛事也
通过凸显自身特色、丰富参赛体验，
找到了吸引跑者的取胜之道，通过
差异化发展的赛事供给满足多元化
需求。

3日的石家庄·鹿泉半程马拉松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跑友参
赛，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5公里健
康跑两个项目。获得半马男子组第
三名的陈睿是一名“本地”选手，虽
然家在山西，但他目前是河北地质
大学的大二学生。

“我从大一时开始尝试长距离
的跑步，一直在坚持。之前听学长
说鹿泉在办比赛，这里距离石家庄
城区很近，风景也很好，就报名来参
赛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半马比
赛，能拿到第三名也算‘捡漏’了。”
陈睿说。

“离得近”“风景好”是吸引陈睿
参赛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赛事虽
然举办地相对偏远，也依然能够获
得垂青。作为全国最北的冰雪半程
马拉松赛事，“追着极光跑”中国北
极·漠河冰雪半程马拉松赛2日在黑
龙江省漠河市的北极村鸣枪开赛，
吸引了国内外2000余名选手参赛。

该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迷你
跑两个组别。参赛选手从黑龙江畔
出发，耐着零下10摄氏度左右的低
温，在林海雪原间纵情奔跑；比赛途
中不仅能一览北极村独特的自然风
光，还可以品尝到铁锅炖江鱼等地
方特色补给品，感受暖心服务，留下
难忘回忆。

在江西省鄱阳县珠湖乡举办的
环湖欢乐跑活动中，接地气的比赛
奖品成功“抢镜”。这场被称为“村
马”的跑步活动给出的奖品是极具
乡土气息的牛、羊、鱼等农产品。发
奖现场一片欢腾，也让来自全国各
地的千余名跑友大开眼界。

体旅融合引人入胜

“跑步这么枯燥，天天跑究竟有
什么意思？”这是很多不跑步的人经
常产生的疑问。

其实，跑步运动既有健身作用，
还有社交属性。在奔跑的过程中提
升成绩，磨砺心智，结交同好，开拓
视野，跑友们所体会到的获得感、成
就感和幸福感用言语往往很难充分
描述。而在比赛之余，领略万千风
景，体味百样文化，也是吸引跑友们

奔走全国各地，乐此不疲的重要原
因。

近年来，多地体育赛事如火如
荼，高水平赛事推动“文体商旅”深
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时
尚潮流。很多跑友外出参赛也不再
形单影只，而是呼朋引伴，“拖家带
口”，把一个人的跑马“苦行”变成其
乐融融的举家出行。各地主办方更
是抓住契机，全面推进“体旅融合”，
努力用赛道串联景点，把跑友留在
景区。一场赛事吸引游客玩遍一座
城，“体育流量”变成“经济增量”，马
拉松赛道化身“城市会客厅”。

3日的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
赛吸引了万余名跑者参加。赛道依
山傍水、风景秀丽。湖水如镜，倒映
着远处的山峦与苍穹，湖面帆船点
点与碧波相映成趣，七彩花田与碧
水蓝天相互辉映，仿佛大自然打翻
了调色盘。赛道两旁，舞龙舞狮、寒
武纪“超级大马戏”、民族舞、器乐演
奏等精彩表演轮番登场，为参赛选
手加油鼓劲。

赛事主办方还推出涵盖景区、
住宿、公交等优惠措施的“大礼包”，
跑友们能在赛后深度体验当地的旅
游资源。据主办方提供的数据，
2023年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赛期
间，玉溪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9.69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778.20万元。

在北京的“鸟巢”外，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的跑友徐少博在参加完北
马后，第一时间挂上了完赛奖牌，以

“鸟巢”为背景，和跑友一起合影留
念。

徐少博说，每次参加马拉松都
会去到一座新的城市，每座城市都
会把当地的文化融入赛事，展现城
市风采。今年他还在老家呼和浩特
以及福建厦门、河北张家口、内蒙古
包头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呼和浩特
的特色就是大草原，官厅湖马拉松
主推优美的生态环境，各地的完赛
奖牌也各有特色，值得收藏。”他说。

一场马拉松，并非42．195公里
的枯燥奔跑。一个马拉松“超级周
末”，也不是赛事与赛事的简单叠
加。起点拱门前写满期待与憧憬的
一个个面庞，完赛区域里洋溢幸福
和满足的一张张笑脸，描绘出活力
中国的精彩画卷，汇聚起体育强国
建设道路上笃行致远的坚实跬步。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申铖）记者4日从财政
部了解到，财政部、教育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
通知称，为进一步加大对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支持力度，更好满足学生
贷款需求，减轻学生经济
负担，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
款政策。

通知明确，提高国家助
学贷款额度。自2024年秋季
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
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
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6000元
提高至不超过20000元；全日

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
额度由不超过20000元提高
至不超过25000元。学生申
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
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
费，超出部分用于弥补日常
生活费。

通知称，调整国家助学
贷款利率。国家助学贷款利
率由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减60个基点，
调整为同期同档次LPR减70
个基点。对此前已签订的参
考LPR的浮动利率国家助学
贷款合同，承办银行可与贷
款学生协商，将原合同利率
调整为同期同档次LPR减70
个基点。

距离退休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
养老保险有新政策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记者姜琳）记者5日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领
取失业保险金且距离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
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
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
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
费标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
基金支付。

根据《关于大龄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政策自2025年1月1日
起开始施行，执行至2039年

12月31日。通知要求经办
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
人员主动告知相关政策，并
按照“先缴后补”模式落实，
即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
后，再到经办机构申请领取
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
用。

专家表示，大龄失业人
员再就业的难度较大，缺乏
稳定收入。考虑到他们的实
际困难，在由失业保险金保
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时，对其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予以一定支持，将切实兜牢
失业保障底线，帮助更多人
实现平稳退休。

深挖“冷”资源，激活“热”经济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天气转冷。以往，东北
人说“冬季来了”，意味着严
寒和“猫冬”的开始。如今，
从北到南，从小众到大众，冰
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消费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日 益 升 温 。

“冷”资源孕育“热”产业、激
活“热”经济，这一“冷与热”
的辩证法，为我们做好当下
经济工作提供了启示，增添
了信心。

有报告预测，2025 年中
国冰雪产业规模预计突破 1
万亿元。滑雪、冰钓、冰雪装
备……生动诠释了“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冷”“热”转换的案例，
不止于冰雪经济，在国民经
济各行业各领域，都有一些
看似冷门的学科、角落、生
意。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
进、多元化需求的涌现，这些
冷门的、闲置的、沉睡的资源
被一一“唤醒”，为经济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浙北莫干山脚下闲置的
宅基地和农房，经过巧手改
造，变成备受城里人欢迎的
精品民宿、网红民宿；上海长
江之滨钢铁厂搬迁后留下的
高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数
据中心，实现从吞吐物料到
吞吐数据的巨大转变；曾经
风沙肆虐的大西北戈壁荒
漠，装上光伏板和风机后变
身“陆上三峡”，收获“发电＋
治沙”的双重效益……

推动“冷”“热”转换，需
要 解 放 思 想 ，做 到 因 地 制
宜。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立足自
身资源禀赋，瞄准细分市场
需求，往往能闯出一片新天
地。拿北方普遍拥有的“冷”
资源来说，既可以发展冰雪
经济，也可以发展绿色算力，
不少地方已经依托天赐“凉”
机 做 出 了 文 章 、尝 到 了 甜
头。关键是要注重需求牵
引，在供给层面进行创造性
转化，这考验着地方的发现
力和创新力。

推动“冷”“热”转换，还
需 要 善 用 科 技 ，提 高 附 加
值。“冷”“热”转换往往需要
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科
技。远离海洋的新疆能在看
似无用的盐碱地中打造海鲜
养殖基地，靠的就是科学养
殖。冰雪经济要延伸产业
链，富有科技含量的冰雪装
备是一个方向。蓬勃发展的
数字经济，更是具有乘法效
应，和诸多冷门资源结合后，
往往能起到点“数”成金的效
果。

人们对于经济运行的体
感，不仅来自宏观的统计数
字 ，更 来 自 微 观 的 实 践 创
新。只要各地各部门开动脑
筋、擦亮眼睛，在“冷”“热”转
换上下功夫，就能为中国经
济贡献更多力量。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