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想萌萌不不想想胖胖，，没没事事就就跑跑两两步步
全民健身升格为国家战略，跟着壹点妹动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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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13日电（特派
记者 廖雯颖） 13日，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代表团
全体会上，在谈到适用法律不统
一、“同案不同判”现象时，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白泉民建议，最高法院、最
高检察院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
的编纂工作，以解决民法通则、
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民事
单一法律数量众多、相互矛盾，
导致有些法官寻找裁判依据时
无从下手的困境。

白泉民说，虽然当前我国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但民法
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
民事单一法律重复内容多，矛盾
之处常见，导致有些法官在寻找
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因为适用
法律不统一，最后导致同案不同
判现象。他建议，最高法院和最
高检察院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
的编纂工作。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
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
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
本依据。民法典是各民法单一法
律的系统化，有利于消除各个
法律之间的矛盾。公开资料显
示，中国曾于 1 9 5 4 年、1 9 6 2 年、
1 9 7 9 年三 次 启动 民 法 典 的制
定，均无果。2 0 0 2 年 1 2 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
案，但最终由于内容复杂、体系
庞大、学术观点存在分歧等原
因，最终未能实现。

白泉民还表示，今年下半
年，将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听
取关于全省法院规范司法行为
情况报告为契机，着力完善司
法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司法权
力清单，落实司法责任，切实加
强监督自觉。让司法权行使更透
明、更规范。

白泉民：

建议“两高”启动

民法典编纂工作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特派
记者 马云云） 13日，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全
体会上，针对目前行政执法领域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等突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
东 省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吴 鹏 飞 建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
关开展行政执法活动法律监督试
点工作。

吴鹏飞表示，当前我国行政
执法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不究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群
众要求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的呼声
也比较强烈，但目前检察机关对
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
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
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案件，工作范围相对较窄。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检
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
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吴
鹏飞说，这一司法改革的目标需
要得到法律的授权，在现行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律程序授权检
察机关进行试点工作是可行的做
法，可以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
法活动法律监督的实践、探索提
供依据，确保此项改革依法有序
进行。

吴鹏飞：

建议授权检察机关

试点行政执法监督

“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徒伤悲，六月徒伤悲……”春暖花开的季节，
试遍了满衣橱的春装后，我再次启动了健身减肥计划。我是壹点妹，别人都夸我萌
萌哒，可我只想要《超能陆战队》里大白的萌，不要大白的胖。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
产业。想想还有点儿小兴奋，希望我们“跑女”的阵营越来越壮大，也希望有更好的
全民健身措施出台。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慵
懒地窝在沙发里，无聊地刷着
微博，可一则国民体质监测公
布的消息让我睡意全无。

这个监测数据显示，自
2000年以来，我国成年人超重
与肥胖率持续增长。2010年成
年人的超重率为32 . 1%，比2005
年增长3 . 0%；成年人的肥胖率
为9 .9%，比2005年增长1 .9%。

再来看原因，由于工作中
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再加
上摄入的能量提高，成年人的
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未老先衰。

未老先衰，好吓人，我可不
要！说走咱就走，装备起来，出
门 。“ 运 动 第 一 天 ，走 路
3 . 8 9 k m ，用 时 1 小 时 8 分 ，
146 . 68大卡。”在朋友圈里，我
晒出跑步图，引来众人点赞。

可是，一个人健身好寂寞，

尤其是夜跑，还有点怕怕的。赶
紧联系亲朋好友动起来，没想
到情形居然是这样：挺着啤酒
肚的男上司，除了应酬就是应
酬；那帮男同事一到晚上就去
撸串喝扎啤。当然，他们也会老
实几天，就是单位体检报告出
来的日子，这也高那也高，有人
去办健身卡，有人去准备运动
行头。三分钟热度过后，撸串的
日子又恢复如常了。

运动和吃饭、睡觉一样重
要，可是坚持健身的人究竟有
多少呢？调查显示，只有28 . 57%
的参与者表示经常做体育运动
或健身，40 . 82%的人则表示，坚
持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现在看来，和我一样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的大有人在。不
行，这次说好了，我一定要坚持
下去。

体检报告出来，才去锻炼几天

像我一样决定去健身的，
也不在少数。不信你看，健身
房、公园，都是满满的人。

“公园、街道里参与健身的
群众越来越多，但运动理念和
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
差距。”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
育总局原副局长段世杰说，“许
多人穿着皮鞋、西裤、牛仔服在
那大汗淋漓地锻炼，从一个侧
面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穿皮鞋西裤健身，想想也
是醉了。健身的专业性，可不仅
仅在装备上。我的闺蜜最近正
经历困扰：胳膊练出了网球肘，
一用力就会疼。闺蜜酷爱羽毛
球，但她经常拿着拍子乱划拉，
由于发力不对，网球肘出来了。
医生的建议是，静养两个月。

究竟什么样的锻炼才算是
健身呢？专业的健身教练说了，

体育锻炼不是像散步那样，而
是要保持中等强度，即脉搏
120次/分，身体出汗，每次运
动半小时，每周三次以上。

为推进全民健身，山东省
体育局局长张松林表示，省体
育局将协同山东体育学院、省
体育科研中心、省运动康复研
究中心等，整合各方资源，建设
省全民健身科技指导中心，提
高全民健身科技指导能力。我
赶紧把张松林局长的话转达给
闺蜜，但她还有一个苦恼———
球场太难订了，她经常早上7点
就打电话，还经常打不进去。

可供健身的场馆究竟有多
少呢？看看山东省体育局公布
的数据：在山东，人均健身场地
面积为1 . 3平方米左右，与发
达国家的10平方米以上差距很
大。

山东人均健身场地面积1 . 3平方米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
集团创始人卞志良说，从去年
10月20日，我国将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力争到
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
万亿元的目标。但是，当前我国
居民人均体育支出只有两块
钱。由于消费力不足，去年全国
体育产业的产值只有3500亿
元，经济贡献率不到0 . 6%，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1 .4个百分点。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姚
明根据“上海市高中体育专项
化教学改革试点”的经验，探讨
学校体育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
瓶颈问题。他说，体育产业最重
要的元素是人，而中国最大的
人才库肯定是在各级的学校

中。“只有把学校体育基础打
好，在可见的五到十年后，才可
以看到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卞志良还发现，美国社会
每发生1美元的健身设施投入，
相当于3美元的卫生医疗设施
投入，很好地印证了运动是良
医。而我国“沉睡”在医保卡上
的余额数目庞大，造成大量资
金的浪费，如果医保卡余额可
用于健身消费，将是一举多赢。

对此，卞志良说：“应该让
医保卡与健身卡合二为一，医
保卡不仅可以买药、住院，也可
以在指定的体育场馆刷卡健
身，用医保卡来储蓄健康，不仅
可以做到防病于未然，还会带
动整个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让医保卡和健身卡合二为一多好

跨区污染“两不管”难破解，代表建议：

授授权权环环保保部部门门跨跨区区域域调调查查污污染染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3月13日发自北京

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
化速度加快，跨区域性、流域
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全国人
大代表、淄博市周村区灯塔民
族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刘荣喜
通过广泛调研后建议，破解跨
区域污染“两不管”的难题，关
键是要解决跨区域污染环保
立法缺位的问题，当前情况下
要建立联系机制联防联控，省
一级环保部门应授权市县环
保部门进入污染重叠地区调
查取证。

近年来，刘荣喜不断接到
周边居民反映，在行政区域交
界处，就是所谓的“两不管”、

“三不管”地界，污染往往更加
严重，而且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刘荣喜表示，长期以来，我
国在关于环境的立法方面对跨
域环境污染的规定是缺位的。
即使2015年1月1日生效的修订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对跨行
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防治，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
解决，或者由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协商解决。但该条款仍是原
则性的条款，缺乏细节性规定
和针对性。

新《环保法》规定，专门从
事环境保护工作连续五年以上
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
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但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前的环
保社会组织中，符合新《环保
法》提起诉讼条件的仅300家左
右，其中有技术和经济条件提

起诉讼的大约不到一半，因此
仅依靠环保社会组织提起公益
诉讼，难以真正实现维护社会
公共环境利益的目的。

为打破环保执法的区域性
限制，刘荣喜建议，省一级的环
保部门授权市及区（县）环保部
门（在一定范围内）进入污染重

叠区域调查、取证，结合执法联
动机制，再由当地环保部门进
行执法行动。

刘荣喜还建议，进一步完
善《环保法》中跨区域污染治理
相关内容，将跨域环境污染治
理的合作上升到法律高度，进
一步细化具体工作措施。

本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 孟敏 3月13日发自北京

代表刘荣喜谈跨区域环保执法。 本报特派记者 周青先 摄

山东居民健身情况（多选）

●健身动机

强身健体 67%
休闲娱乐 38 . 4%
爱好兴趣 35 . 3%
社会交际 17 . 5%
其他 4 . 3%

8点以前 12%
8-12点 4 . 2%
12-18点 9 . 7%
18点以后 74 . 1%

●健身时间

●健身花费

免费 34 . 0%
自费 48 . 4%
公费 1%
其他 16 . 6%

据《山东省全民健身发展状况调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样本
为4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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