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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梁建强魏圣曜

国家体育总局介绍《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情况

称将全民健身打造为“国家名片”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３

日电（记者郑昕
刘金辉）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全民健身计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计划》），就
“十三五”时期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群众体
育、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做出部署。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

２３

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计
划》的起草、出台等情况，并表示《计划》中
提出将使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有
力支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

据介绍，《计划》共分前言、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组织实施五个部分，

提出了
７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弘扬体育
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供给；推进体育社
会组织改革，激发全民健身活力；统筹建设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健
身； 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 形成服务大
局、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拓展国际大众体
育交流，引领全民健身开放发展；强化全民
健身发展重点， 着力做好基本公共体育服
务均等化和重点人群、项目发展等。

此外，《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

从体制机制创新、加大资金投入、评价激励
方式、科技创新引领、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提出了保障措施。

《计划》明确，到
２０２０

年，群众体育健身
意识普遍增强，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
增加，每周参加

１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
达到

７

亿，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４．３５

亿。全民健身的教育、经济和社会等功
能充分发挥， 与各项社会事业互促发展的
局面基本形成，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１．５

万
亿元，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拉
动内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源。

在新闻发布会上，刘鹏还介绍了《全民
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出台背景、起
草过程等情况。他表示，《全民健身计划》更
好地落到实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
完善一种体制，就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
体系。

刘鹏还提到，为更好贯彻落实《计划》，

国家体育总局将陆续制定印发《群众冬季运

动推广普及计划》和《青少年体育振兴规划》

等配套文件。并在指导各地研制《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过程中，鼓励各省
区市结合本地实际，主动创新，体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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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２

日电近日频频被
媒体曝光的学校塑胶跑道质量问题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２２

日就相
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教育部在防止学校“有毒”塑胶跑
道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最近多个地方出现校园“毒跑道”

事件， 教育部对此高度重视。 我们再次强
调， 各地要按照学生健康第一的原则高度
重视和妥善处置这类事件。 要坚持属地管
理，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
性，从保护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角度，积
极应对和妥善处理，确保学校师生健康，维
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去年“毒跑道”事件出现后，教育部就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毒跑道”事件发生
初始， 及时指导相关省市教育部门和学校
采取有效措施， 要求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回应社会关注，对有质疑的场地设
施要立即暂停使用， 并请专业机构进行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整改。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专
门印发《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
法》，特别强调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产品和质量标准选购体育器材
设施，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要
求供应商提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安全检测
及评估报告。 应当建立体育器材设施与场
地安全台账制度，记录采购负责人、采购时
执行的标准、使用年限、安装验收、定期检
查及维护情况。

２０１５

年底商国家标准委，请
其梳理塑胶跑道标准建立和执行情况，进
一步推动标准的完善和落实。今年以来，又
多次和国家体育总局、环保部、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等部门协商完善塑胶跑道
标准有关事宜。前不久会同质检总局、工商
总局、 国家标准委联合开展了包括塑胶跑
道在内的基础教育装备产品质量专项检查
行动，要求对塑胶跑道生产、采购、施工、验
收等环节进行检查。

６

月
２１

日， 再次会同环
保部、住建部、体育总局和国家标准委等部
门研究标准制定等有关问题。

问：针对当前媒体曝光的“毒跑道”种
种问题，教育部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答： 我们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立即采取
以下措施：一是对经过环保、质监等权威机
构检验确认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塑胶跑道，

要立即进行铲除， 并妥善安排学校的体育
教学活动。二是利用暑假期间，邀请环保、

质检等部门专业机构对近期新建的塑胶跑道进行一次检测和排查，

并对其招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根据排查结果进行分类整改。

三是立即叫停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的继续施工， 重新对其招标过
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进一步明确质量与安全要求，在确保施工质
量万无一失的基础上方可继续施工。

近期，教育部还将联合环保部等部门召开“合成材料跑道专项整
治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校园合成材料跑道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问：教育部将如何治理“毒跑道”？

答：解决“毒跑道”问题，我们将积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协调国
家有关专业部门和标准研制部门完善相应的标准，加快修订过程，实
行强制标准，增强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更加体现学生健
康优先的原则。二是协调有关监管部门加大对塑胶跑道的生产过程
的监管，进一步明确教育、体育、住建、环保、卫计、工商、质检等部门
的责任分工，建立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防止生
产过程的监管缺失，确保提交给教育部门或学校的塑胶跑道质量符
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三是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严格执
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要求，与生产企业签订体育场地建设合同时要
强调质量标准要求。在招标过程中要选有资质、有信誉且有一定规
模的生产企业，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不能简单以价格作为最主要的
竞争指标。同时，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场地建设方案，根据经济条
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选择不同的方案，不要将塑胶跑道作为唯一
的选择。四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教育部门和学校有关人员在体
育场地建设过程中，因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造成体育场地设施不
符合质量标准甚至“有毒”的相关责任人，要坚决予以严肃查处，决
不手软。

“毒跑道”生产窝点被揭出

凸显监管形同虚设

废轮胎、 废电缆等工业废料
制成“塑胶跑道”，黑作坊像一个
大垃圾场……媒体近日曝光了河
北省境内的“毒跑道”生产窝点，

面对触目惊心的画面， 人们不禁
要问：“毒跑道” 为何能一路绿灯
实现生产、销售、铺装，“跑”进校
园毒害孩子？ 这背后形同虚设的
监管应当反思。

在操场中铺装塑胶跑道，早
已成为很多学校的“标配”。然而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苏州、无锡、

南京、成都、常州、深圳、上海等城
市先后出现“异味跑道、 异味操
场”，不少学生出现流鼻血、呕吐、

头晕等症状。在各方追问下，塑胶
跑道国家标准太低、施工验收走过
场等方面的漏洞逐步浮出水面。而
媒体对“毒跑道”生产窝点的追踪
报道，直接揭出塑料垃圾、工业废
料摇身一变成为跑道原料的事实。

塑胶跑道质量安全问题折射
出监管的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明确
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
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
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然
而，一批批来源不明、品种不清，

甚至存在有毒成分的废料和橡胶

垃圾，经过简单粉碎、粘合之后就
成为塑胶跑道的原料， 进而被铺
装到校园中，这显然属于“流失”，

且可能再次“污染环境”。如此大
摇大摆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得到
制止、纠正、惩处，监管部门难辞
其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也明确要求，产品要有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 中文标明的产品名
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而大量塑
胶跑道原料为“三无”产品，直接
反映出监管缺位问题。

监管乏力自然问题丛生。一
条塑胶跑道，从招标、采购、铺设、

验收到正式投入使用，涉及教育、

质监、工商、环保等多个部门。多
个部门管不好一条跑道的尴尬凸
显，必须切实厘清监管职责、做好
分工协作， 共同织就防范“毒跑
道”的监督网。

事关教育的产业都应当是良
心产业。 作为在全国各地推广已
经
10

多年的技术， 塑胶跑道的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不能再得过且
过，更不能成为一笔职责不清、要
求不明的“糊涂账”。完善相关标
准、 落实法律法规、 补齐工作短
板，还校园一个安全、环保、健康
的环境， 是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补
上的一课。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２

日电）

□新华时评

50 年 渠 清 如 许

———探访红旗渠故乡河南省林州市

巍巍太行绝壁， 一渠清水蜿蜒。

５０

多年
来，红旗渠依旧水清如镜、碧波似玉，而位于
红旗渠畔的河南省林州市， 已从太行山脚下
一个小县城，蜕变成一座经济发达、环境优美
的现代化新城。“红旗渠给林州人带来久违的
甘霖， 红旗渠精神更为林州的发展注入了勇
气和力量，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林
州市委书记王军说。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

５０

多年前，被干
旱逼急了的林州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迸
发出战天斗地的勇气。

１０

万建设大军苦干
１０

年，硬是在悬崖绝壁间，用双手“抠”出一道长
达
１５００

公里、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和“世
界第八大奇迹” 的生命长渠， 创造了现代神
话。

５０

多年后，站在红旗渠岸边，仰望千仞峭
壁，俯看万丈深渊，这条飞荡在太行山间的生
命长渠，不仅一圆林州千年吃水梦，也深深地
刻下了坚韧不拔的林州精神和党员干部的责
任与担当。

“修建红旗渠的初衷，是解决林州人民祖
祖辈辈最渴望的吃水问题， 林州干部不惧艰
难、劈山引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
写照。”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袁凯声说。

修建红旗渠的
６０

年代， 正值我国经济困
难时期，为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林州党员
干部走在前列，带领群众埋头苦干，

１０

年削平
１２５０

个山头，钻隧洞
２１１

个，架设渡槽
１５２

座，

挖砌土石方
２０００

多万立方米，终于引来“救命
水”。

“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这是
当年红旗渠工地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时任
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说：“要干好一件事，应
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
的利益为重。”红旗渠建设总投资超过

６０００

万
元，其中国家拨款仅占

１５％

，

８５％

都是群众自
筹。为了公开透明地花好这笔钱，每一笔账目
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１０

年工程的账本到现在
保存完好。

岁月轮转， 铁锤钢钎的开山交响虽已远
去， 但经过修建红旗渠的

１０

年磨砺， 吃苦耐
劳、坚韧不拔的林州精神和执政为民、无私奉
献的公仆情怀， 已经淬炼成新时期的红旗渠
精神， 激励着林州人民在新时代继续书写发
展和财富传奇。

从铁匠铺到炼钢厂，到生产汽车零配件，

再到拥有年收入超过
５００

亿元的上市公司，郭
现生这个红旗渠工地上一个普通铁匠的孩
子，伴随着红旗渠的建设长大，也在红旗渠精
神的感召下一路拼搏。 如今， 已年过半百的
他，上厕所还是“一路小跑”。“

５０

年前，林州人
能在太行山上修成红旗渠，今天的我们，也能
在太行山脚下书写财富神话。”郭现生说。

今天，漫步在林州城区，高楼林立、绿树
成荫；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里，林州重机、

凤宝特钢等重工业企业厂房内机器轰鸣，生
物医药、玻璃纤维等高精企业百花齐放；国家
８６３

科技产业园还吸引来清华大学、阿里巴巴
等一大批科研机构和创新性企业入住。

红旗渠精神的浸润和激励， 让这个曾经
连吃水都困难的山区贫困县， 发展成为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连年位居全省前十名的经济强
县，并先后荣获国际生态休闲示范城市、全国
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社会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 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市等荣誉称号。截至今年

４

月底，林州的
银行存款余额达

４１１

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省
县市第一位，由昔日的“地理锅底”发展成为
今天的“财富高地”。

新时期， 红旗渠精神也对林州党员干部
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督促党员干部服务群众、

做好表率， 姚寨镇冯家口村党支部要求所有
党员亮出服务承诺，并对完成情况进行通报；

每户党员家庭门前还贴上“党员之家”标志，

接受群众监督。“红旗渠精神督促我们党员干
部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冯家口村党支
部书记申保红说。

登临太行之上，俯瞰脚下，

５０

年水清如许
的红旗渠，见证了林州的沧桑巨变。

（新华社郑州
６

月
２３

日电）

在河南林州东岗镇， 正在施工的光伏发电项目充分利用
了坡地（

6

月
14

日摄）。

时值初夏，站在河南林州市东岗镇下燕科村的南坡上，漫
山遍野的核桃树郁郁葱葱，树枝上的核桃果随风摇曳，长势喜
人。而就在

3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乱石坡地。

在太行山脚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赵喜仓， 看到昔日
光秃秃的荒山石坡，如今变成了“花果山”，十分开心。他满怀
喜悦地告诉记者，是市里大力发展坡地经济，让这乱石坡变成
了“花果山”。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你 了 解 危 险 废 物 吗

———环保部负责人解读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近日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安部修订发布了《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

２０１６

版）， 自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 我国于
１９９８

年颁布实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在
２００８

年进行第一次修订。为更好理解此次新
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重点和亮点，记者
采访了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

解析一：电子废物、废电线电缆不属于
危险废物

我们的生活愈发离不开电子产品，但这
些电子产品丢弃后是否会造成危害？此次修
订给出了答案。

２００８

年版《名录》中因文字表述不清，造
成了将“废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理
解为危险废物的误解。 本次将该条修改为
“废弃的铅蓄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

汞开关、荧光粉和阴极射线管”。

“电子废物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危险废
物，但其本身并不属于危险废物。电线电缆
产品的结构元件，总体上可分为导线、绝缘
层、屏蔽和护层这四个主要结构组成部分以

及填充元件和承拉元件等。废电线电缆在结
构元件上基本未发生改变，且并不具有危险
特性，因此废电线电缆不属于危险废物。”环
保部相关负责人解释。

解析二：在豁免清单上并不意味着豁免
危废属性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可以提高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效率。本次修订在总结现有标准和
特定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基础上，一个重要
亮点就是新增了《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列入豁免管理清单的废物共
１６

种，那么这
１６

种废物是否不再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仅豁免了
危险废物特定环节的部分管理要求，并没
有豁免其危险废物的属性。” 环保部相关
负责人说，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的危险废物，满足相应豁免条件时，可以
在被豁免的环节中不参照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

据介绍， 这
１６

种中仅有小部分属于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即全过程豁
免。 而大部分都仅限于某些管理环节豁
免，如“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利

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填埋过程不
按危险废物管理”“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
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转移过程不按危险
废物管理”等。

解析三：明确危废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
后性质判断

危险废物的种类和性质千差万别，污染
特性差异极大。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的
混合物，该如何判定属性？

据介绍，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
后的属性判定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
则》（

ＧＢ５０８５．７－２００７

）第
５

条“危险废物混合
后判定规则”进行判定，具有毒性（包括浸出
毒性、急性毒性及其他毒性）和感染性等一
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
固体废物混合， 混合后的废物属于危险废
物。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或反应性的危险
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经
ＧＢ５０８５．１

、

ＧＢ５０８５．４

和
ＧＢ５０８５．５

鉴别不再
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
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应按照
放射性废物管理。

解析四：名录中“不包括某某某”并非不
具危险特性

我国危险废物种类繁多、 性质复杂、变
化频繁，既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又与公众生
活直接相关。此次修订的名录中有很多类似
“不包括某某某”的描述，是否意味着它们不
属于危险废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关于“不包括某某
某”的描述，是根据当前环境管理的需要，将
此类废物明确不包括在名录里。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于危
险废物的定义，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
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因此，这些做了“排除法”的废物虽未列
入名录，但仍需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经鉴别不具有危险特性的，才不属于危险废
物。

此外，修订名录既要考虑科学合理，又要
便于操作。本次修订对精蒸馏残渣类、废催化
剂类废物进行了细化，提高了可操作性。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１

日电）

□

新华社记者荣启涵

□

新华社记者孙志平李钧德宋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