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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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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坊坊全全民民健健身身现现状状调调查查：：

老老老人人人儿儿儿童童童成成成主主主力力力军军军
中中中青青青年年年“““缺缺缺位位位”””

每天清晨或傍
晚，在公园总能看
到老年人健身的队
伍，孩子们的体质
情况也受到重视，
潍坊大力度推进

“一小时阳光体育
活动”，但细心的人
会发现，在各个年
龄段的健身人群
中，几乎很难寻觅
到中青年人群的身
影。

少年儿童：

在校锻炼时间得到保证

在2011年之前，潍坊少年儿
童的健身问题一直让人很担忧，
“90后”、“00后”们的童年时
代几乎是被网游和各种电子数码
产品所充斥，不少家长无奈地表
示，如今的网络和游戏对孩子们
的吸引力过于强大，把本该属于
他们做户外运动的时间抢占得所
剩无几。

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从
2011年9月19日开始，潍坊市教育
局要求，全市所有中小学在没有
体育课的当天,学校必须在下午课
后组织学生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
锻炼。

尽管要面临场地不足、活动
内容不够丰富、部分学校执行力
不足等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
是，此规定一出，确实让潍坊少
年儿童的户外活动时间不足的问
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尽管一小时的活动时间并不
能从本质上提高少年儿童的体
质质，，但但是是有有一一组组数数据据值值得得学学校校和和
家家长长们们关关注注：：和和22001100年年相相比比，，22001111

年潍坊市初中体育考试的优秀率
和及格率都有很大提升。2011年
潍坊市的中考体育成绩,优秀率达
到27 . 2%，比2010年11 . 6%的优秀
率,增加了近16个百分点,近三成的
学生都能达到优秀。及格人数也
从去年的86 . 6%达到93 . 9%。这说
明学生体质正在普遍增强,体育锻
炼炼效效果果也也得得到到了了显显示示。。

中青年：

亚健康已成普遍现象

今年31岁的马利在潍坊一家
机关单位工作，他每天的工作就
是去单位办公室，打开电脑整理
繁杂的数据材料，对单位的账务
进行核算，时时刻刻要盯着电脑
屏幕，一坐就是一天。由于马利
年轻能干，领导也经常带他出去
应酬，因此，喝酒也成了马利的
工作之一。

家人经常担心马利的身体，
让他多出去锻炼健身，但是马利
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好，没有把家
人的话放在心里。然而，长时间
缺乏运动和经常性的饮酒，使他
的体重从 1 4 0斤飞速长到了 1 8 0

斤，跑两步路就气喘吁吁。

在今年的单位查体中，马利
被查出有轻度脂肪肝，尽管知道
自己的身体不适，但还是无力改
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且不说每天
仍然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就算
是应酬喝酒也经常无法推脱。

在潍坊，像马利这样的人不
在少数，他们大多是“80后”、
“70后”，属于中青年人群，他
们往往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而忽视
了自己的健康状况。

““工工作作太太忙忙没没时时间间运运动动””成成
为为了了大多数中青年人逃避健身的
最好借口，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处
于亚健康状态，但是由于工作、
生活习惯等难以改变，因此很难
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这也成为了现代都市人难以逾越
的一道障碍。

退休老人：

健身还需更多理解支持

今年63岁的戴清芳是早春园小
区的一名普通居民，她告诉记者，
自从退休后，自己的“工作”就是
晚饭后带着老伴一起到虞河路福寿
街附近的老年人健身地点去跳舞运
动，现在，健身俨然成了他们日常

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潍坊市老年体育协会秘书处

王主任表示，现在参与健身运动
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老年人退休之后不需
要再担心生计问题，怎样提升自
己的生活品质就成为大多数人需
要考虑的。所以很多老年人都从
家中走出来参加各种健身运动，
以强身健体。

然而，目前在潍坊，为老年
人提供的健身场所正在逐渐减
少。王主任表示，目前专门为老
年人健身提供的场所越来越少，
有些小区原本配套的门球场等设
施都逐渐改建成了绿化带和停车
位，新建的一些小区也多未考虑
老年人健身问题，很多小区没有
可以用于健身的空地。而一些公
园、广场等空地上又很少提供用
于播放健身音乐的电源插座，给
老人自发的进行健身造成了不少
困难。

不仅如此，不少中青年认
为，在社区中播放的健身音乐扰
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看来，人
们对于老年人的健身还需要更多
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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