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读
懂
中
国
﹄
四
场
专
题
论
坛
多
维
度
解
读
中
国
实
践

世
界
百
年
变
局

中
国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2
0
2
1

年12

月2

日/

星
期
四/

要
闻
编
辑
部
主
编/

责
编

杨
阳/

美
编

湛
晓
茸/

校
对

黎
松
青

A5

与

12 月 1 日，在 2021 年“读
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中国
特色志愿服务专题论坛上，来
自全国多地的志愿服务领域
嘉宾结合自身开展服务的经
验，就如何弘扬志愿精神，做
新时代优秀志愿者展开讨论。

“全国现有2400万巾帼志
愿者，30多万支巾帼志愿服务
队伍，她们活跃在我们身边。
立足社区、面向家庭、扶危济
困、守望相助，这是我们的宗
旨所在。”全国妇联宣传部部
长刘亚玫说。她表示，过去，
志愿服务是人们表达爱心的
途径，现在，女性更多将志愿
服务作为实现人生价值、追求
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未来，
参与志愿服务将成为更多女
性丰盈自己精神世界、使得人
生更加出彩、促进社会共同富
裕的必由之路。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
心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副主席、秘书长冀彦伟提到，要
打造“螺旋上升”的文艺生态
圈，让老百姓参与文化艺术实
践中。“我们开展文艺培训志愿
服务行动，确定832个贫困县，
组织129所高校的400多名有

艺术专长的老师，从美术、音
乐、舞蹈、书法等领域进行精准
帮扶，打造一支留得下来的文
艺工作者队伍，已有 5万名乡
村老师从这次行动中获益，惠
及贫困县的200万名孩子。”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
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苗苗讲述了该社区志愿
者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 13
人，到现在社区超过70%的居
民都是志愿者，志愿精神已化
作城市基因融入市民血脉。”
她说，居民的需求是多样且具
体的，如何把居民的实际需求
与志愿服务相衔接？朝阳里
社区每年年初都会召集志愿
者通过发放问卷了解居民需
求，目前共征集十大类、44项、
473条具体需求。“我们在围绕
群众最现实、最迫切、最关心
的问题来开展服务。”她说。

此次论坛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主持人白岩松主持，他
也分享了自己对志愿服务的
感悟。“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善
意，在中国文化中像一条河一
样地流淌，它来自我们内心的
爱。”白岩松说，此次来到广州
的第一感觉就是温暖，而这个

“温暖”除了因为宜人的温度，
还有无处不在的爱和善意。

多年来，白岩松一直活跃
在志愿服务的舞台上，广东的
志愿服务氛围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2001年，白岩松就作
为中国首批“中国志愿者形象
大使”来到广东深圳参加国际
志愿者年庆典晚会。

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上，
白岩松又获聘为志愿者形象
大使，在赛会期间与普通志愿
者一样参与志愿服务。同年，
全国首家由政府主导兴办的
志愿者学校——广州志愿者
学院挂牌成立。“广州是现代
意义的志愿服务开展得非常
好的地方。”白岩松表示。

他指出，广东志愿服务未
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
是社区志愿服务，将会有巨大
增量。“广东每年新流入的人
群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常住人
口 的 平 均 年 龄 低 于 全 国 水
平。”他说，“外来人口这么多，
如何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如
何让他们迅速地融入广东这
片土地？志愿服务在其中有
很大的空间。”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事实上，中国故事在世
界上是缺乏讲述的。”在“读懂
中国”国际会议“新时代、新青
年、新担当”专题论坛上，畅销
书《皮囊》作者、《中国新闻周
刊》原执行主编蔡崇达表示，
在十几年的媒体生涯中，他越
发感觉到，我们其实缺乏将中
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机会。

“每个人只能看到他心里
已经存在的东西，在记录和表
达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能感觉
到对方有一套清晰而且顽固
的理解体系，你说的所有故事
都会被他们打碎，他们会挑选
适合自己理解体系的一些片
段，组装成他们心里想的那个
样子。”他说。

除了表达通道的问题，创
作 者 自 身 的 表 达 也 存 在 问
题。蔡崇达认为，我们当前的
媒体写作方法、现代文学小说
的写作技巧等，一定程度上是
受到西方影响的，有些创作者
会不自觉地迎合西方固化思
想中狭隘、扭曲的中国故事。

“信息如此发达，表达载体如
此丰富，但在世界上只能看到

雷同的、狭隘的中国故事，缺
乏真实鲜活的中国故事。”他
说。

蔡崇达也曾激烈地争论
过，但他逐渐开始明白，世界
需要的是真实鲜活的中国故
事，而文学可以抵达人心。“故
事才是最大的道理，才是最有
力量的逻辑。故事可以讲述
情节，也可以讲述情感、讲述
感受，这些感性的认知，才能
够打破逻辑的基础框架。”他
说，“讲中国故事，就是讲你发
自内心感受到的一切。把你
感受到的真实表达出来，才能
打动他人，进入他人的内心。”

作为一名作家，在和记者
交流时，蔡崇达也分享了他对
于写作的感悟。“作家像是老
天爷的农作物。老天爷把你
放在哪，你有怎样的原生家
庭，有怎样敏感的体验，这些
都会构成写作的素材，这也恰
恰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他说。

2014年底，蔡崇达的首部
作品集《皮囊》一经出版，就广
受欢迎，如今已发行超过百万
册，并在美国、英国、韩国、俄

罗斯、日本、巴西、土耳其等国
家翻译发行。

“我能讲的就是很普通的
故事，也是所有普通年轻人经
历的东西，能有机会写出我内
心的感受，我感到很幸运。”蔡
崇达表示，在《皮囊》的写作过
程中，他没有选择书写自己，
而是呈现所有普通年轻人共
同经历的人生命题，例如故乡
和远方，理想和现实，亲人的
生老病死等等。“我描写的主
题那么普通，却又和大家有共
通点。我能表达的就是自己
感受到的部分，循着自己的感
受，拼命往自己的内心走，想
看清楚我纠结的人生命题的
样子是什么样的。或许大家
在阅读我的作品的时候，也跟
着我走向自己内心，看到自己
内心的真相。”

蔡崇达透露，目前他的新
长篇小说《命运》即将与读者
见面，接下来还将出版《草民》
一书，与《皮囊》《命运》共同构
成“家乡三部曲”。另外，《皮
囊》电影也将于明年正式开拍。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让世界看到
真实鲜活的中国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原执行主编蔡崇达：

希望青年都能
坚持梦想不懈努力

中国男子跳水队队员、奥运冠军陈艾森:

12 月 1 日，2021 年“读懂
中国”国际会议在广州召开。
当天上午，“新时代、新青年、
新担当”专题论坛在暨南大学
举行，中国男子跳水队队员、
奥运会冠军陈艾森分享了他
的体育故事。

3 岁时，陈艾森就被体校
教练相中，起初练习体操，7岁
时开始学习跳水。在 2016 年
巴西里约奥运会上，陈艾森一
举夺得跳水比赛男子双人 10
米跳台、男子单人10米跳台两
枚金牌，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
位在男子跳水项目上同时收
获单人10米台和双人10米台
金牌的运动员。但挑战也随
之而来，之后2年多的时间，由
于伤病，陈艾森难以系统完成
训练，疼痛让他甚至无法举起
手臂。

“尽管身体状态不大理
想，但我一直狠抓体能，完全
卸下身上的光环，重新扮演
起追赶者的角色。”他说。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东京
奥运会上，陈艾森终于重新
站上了奥运领奖台，获得跳
水男子双人 10 米跳台银牌。
在今年 9 月全运会上，他又
获得跳水男子单人 10米台季
军，男子团体、男子双人 10
米台冠军。

“我认为，体育的力量从
来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
人心的瞬间。体育不仅让肌
体更加有力，也让灵魂越发坚
毅；体育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
都要努力拼搏，不抛弃、不放
弃。”陈艾森说。

陈艾森指出，新时代的年
轻运动员，在奥运会的大舞台
上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英姿
和风采，以奋斗的姿态吸引了
世界的目光。“我们要通过奥
林匹克运动和文化传播，讲述
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加强国际体育交流合
作，为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文
明互鉴、民心相通作出积极贡

献。”他说。
对于个人获得的荣誉，陈

艾森表现得很淡然，他深知这
背后离不开自己拼搏训练时
挥洒的汗水与泪水，更离不开
国家的培养和支持。“在今后
的训练中，我将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为小队员们做好榜
样，用自身行动告诉他们，没
有运动员天生是冠军，要不
断 刻 苦 训 练 、严 格 要 求 自
己。”他表示，在之后的运动
生涯中，将调整好自己的身
体、思想状况，把该做的事情
尽力做到更好。

陈艾森还以自身作为例
子勉励广大青年。他说道，他
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也是从
广州体校一步步走到国家队
的，如今更是暨南大学经济学
院的在读研究生，明年即将毕
业。“希望所有青年都能坚持
自己的梦想，并为之不懈努
力。”他说。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作为首位获得中国“绿
卡”的 CBA 外援，CBA 北京
紫禁勇士篮球俱乐部主教练
斯蒂芬·马布里来到中国已
经11年了。作为演讲嘉宾，
他受邀参加此次“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并接受了媒体专
访。他表示，“中国是我的
家，在这里我不是在‘读懂
中国’，而是在感受中国”。

作为一名运动员，斯蒂
芬·马布里离开NBA来到中
国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9 年，他转换职业赛道，
在中国开启了职业教练生
涯。在采访中，马布里回忆
起了这一段经历，他说，当初
决定离开 NBA 来到中国打
球是为了接触新鲜事物，寻
求新的挑战。那段时期发生
很多事情，在他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山西民众给予他的
爱和帮助让他至今难忘。

从 2009 年来到中国至
今已 11 年，您认为您“读懂
中国”了吗？对于记者提出

的问题，斯蒂芬·马布里表
示，“中国是我的家，用我妈
妈的话来说‘我从来没被照
顾得这么好过’。在这里我
感觉很平和，中国人的热情
好客让我觉得很棒。当我和
这里的人产生连接之后，他
们也都感受到了我对这个国
家的爱。”

从去年年初开始，斯蒂
芬·马布里将其微博封面换
成了钟南山院士，因此被网
友 称 为 钟 院 士“ 头 号 铁
粉”。斯蒂芬·马布里向记
者分享了他“粉”上钟南山
院士的故事，“当遇上新冠
肺炎疫情时 ，大家都很紧
张、害怕，这时候钟院士挺
身而出，告诉中国人及世界
如何抗击病毒，保护我们。
我通过媒体报道看到了他
的故事 ，也发现他会说英
文，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
发了他的照片，成为了他的
一个粉丝。”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柳卓楠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
下，生命与健康成为了全球备受关
注的话题。在 2021 年“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广州）上，以“教育与健康
中国——生命健康与中国未来教
育”为主题的专题论坛受到了与会
人士的关注。在12月 1日下午举行
的专题论坛现场，一份名为《2020年
中小学生命与健康素养调查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受访学生的健
康素养随着年级的增长逐年提升，
女生健康素养水平高于男生；值得
注意的是，受访学生的睡眠时间普
遍不足；在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和应
对焦虑等方面的健康素养整体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

女生健康素养
总体高于男生

这份由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和国创会教育研究中心共同发
布的调查报告，以三到八年级学
生为调查对象，选择了覆盖 14 个
省份的 35555 名学生参与调查，男
女比例均衡。

本次调查包括六大健康领域和
四个健康维度，六大健康领域是健
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安全应急与
避险、珍爱生命健康成长、心理健
康、社会适应与环境健康；四个健康
维度分别是健康知识、健康态度、健
康技能和健康行为。

记者留意到，本次调查的中小
学生中，五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整
体健康素养水平超过30.0%，三年级
和七年级整体健康素养水平超过
20.0%。只有四年级获得优秀与良
好等级(80 分及以上，即具备健康素
养)的学生 12.9%。对比发现，随着
年级增长，学生健康素养得分整体
呈上升趋势。在三到八年级学生
中，女生总体的健康素养得分均值
高于男生。在不同的年级中，女生
的健康素养得分均值也都高于男
生。

同时，四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学生的健康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一
半以上的受访者具有良好的积极的
健康态度；但在健康技能上，小学和

初中生均须加强健康技能方面的系
统训练。

在应对焦虑方面
小学生相对较弱

睡眠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重要影响因素。国家规定小学生每
日睡眠时间是10小时，初中生每日
睡眠时间为 9 小时。调查显示，三
年级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在 9-10 小
时以上的占 46.2%，五年级学生认
为自己睡眠充足的占 54.2%，六年
级学生每年睡眠时间在 9-10 小时
及以上者占 52.4%，小学生将近一
半睡眠时间不足。报告提示，全社
会都需要加强学生睡眠的健康促
进工作，保障中小学生睡眠，促进
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学生心理健康一直是各方关注
的问题。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在调
节情绪、缓解压力和应对焦虑等方
面的健康素养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
下。分析发现，三年级学生中，当感
到难过或悲伤时，能够以正确方式
调节情绪的学生占比为48.4%；四年
级学生中，当遇到伤心事件时，能够
以正确方式调节情绪的学生占比为
59%；能够以正确方式缓解和管理
压力的学生占比为5%；五年级学生
中，能正确认识情绪的学生占比
54.0%，能够以正确方式缓解焦虑的
学生占比60.0%，能够正确认识压力
对身心影响的学生占比49.0%；六年
级学生中，能够正确认识压力对身
心影响的学生占比为47.0%，能够对
压力产生积极身心反应的学生占比
62.0%，能够以正确方式调节情绪的
学生占比 58.0%；七年级学生中，能
够正确认识情绪的学生人数占比
43.3%，面对压力能够积极采取行动
减少压力的学生占比 44.3%，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80.5%
的学生能够积极采取行动维护心理
健康；八年级学生中，能够正确认
识情绪的学生人数占比 60.3%，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
83.6%的学生能够积极采取行动维
护心理健康。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2020年中小学生命与健康素养调查报告》发布

中小学生健康素养
随年级增长逐年提升

白岩松主持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专题论坛：

广东志愿服务将有巨大增量

CBA 北 京
紫禁勇士篮球
俱乐部主教练
斯蒂芬·马布里：

中国是我的家
我被照顾得很好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张卓玉：

“双减”更应减无形压力
“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几

乎是芬兰的两倍，比新加坡、韩
国每周多出10小时以上，学生
应该享有休息权！”12月 1日，
在 2021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广州）以“教育与健康中国
——生命健康与中国未来教
育”的专题论坛上，教育部基
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卓玉发
出疾呼，引发许多与会者纷纷
点赞。

在主题演讲中，张卓玉以
《谈学生的休息权和休闲素养》
为题，呼吁政府、家长、学校、企
业等社会各界，尊重和保障学
生们的休息权。他表示，“双
减”政策下，不仅要为学生们减
少有形的负担，更应当帮助他
们减少无形的压力。

张卓玉指出，劳动者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和脑力消耗
以后，依法享有获得恢复体力

和脑力的、或用于休闲的、可
以自己支配的 时间的权利。
包括休整权（睡眠等体力方面
的恢复）、休假权（享受法定节
假）、休闲权（自主支配闲暇时
间）、安宁权（免 除 外 在 的 干
扰、压力）。

“有质量的学习，需要自
由、安宁、宽松的心境和心情，
可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外在
干预的自主自由状态其实很
少。”张卓玉说，当代中小学生
面临着各种压力和负担，有的
有形负担来自学校，比如超标
教学、超标考试、超量作业；有
的来自家庭，比如家长为孩子
报的各种补习班等等；孩子们
也还会面临各种无形的压力，
比如成绩压力、竞争压力、考试
排名、名校指标等，也要应对家
长们对成绩的攀比，甚至是对
孩子闲暇的恐慌，“这些都是当
代中小学生需要面临的无形压
力，它们剥夺了孩子们的休息

权。”张卓玉说。
那么如何保障孩子们的休

息权呢？张卓玉说，首先应当
厘清教育权力的限度，明确哪
些不可为，哪些不应为。最重
要的还是学校和家长应改变观
念，乐于看见学生（孩子）的休
闲状态与休闲活动；保障学生
（孩子）休闲的自由与自主权
利。他还强调，应当相信无意
图结果，让孩子们在自由自主、
安全安宁状态中玩出兴趣、玩
出个性、玩出成就。

“应当培养孩子们拥有休
闲（闲暇）素养，让他们拥有享
受休闲生活的观念和能力。”张
卓玉表示，应当保障孩子们的
休闲时间，同时提供社团、课
程等机会，帮助他们培养闲
暇素养；家长们也应当陪伴
和参与孩子们的休闲活动，
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喜欢的
休闲方式。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来自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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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领 域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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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过 程 中
的感悟

健康生活方式
小学阶段中五年级表

现最好，四年级整体健康素
养水平最低，仅有12.5%的学生具
备健康素养；初中阶段两个年级的
表现均不理想，健康素养达到优秀
和良好等级的学生人数占比均小
于20%

小学阶段健康
素养水平均较好；初
中阶段的两个年级
均不理想，仅 7%和
10%的学生达到了优秀和良好

疾病预防

各个年级水平
均较高，且呈现出
随着学段升高而升
高的趋势

安全应急与避险

不同年级的差
异很大。三年级的
受访者具备健康素
养 的 人 数 比 例 达 到
73.6%，显著高于其他年
级；七年级和八年级中没有达到良
好和优秀等级的学生

珍爱生命健康成长

健康素养水平最高的是八年级
学生，有49.5%的学生具备健康素
养；最低的是三年级，有 19.2%的
学生具备健康素养

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与环境健康

六个年级调查学生具
备健康素养人数比例均超
过20%；五、六、七、八年级
甚至超过50%

数读

本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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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好
中
国
故
事

展
现
和
平
发
展
智
慧

2021 年“读懂中国”国
际会议（广州）于12月1日
至 4 日在广州召开。12 月
1日大会第一天，与会嘉宾
围绕“新时代、新青年、新
担当 ”“中国特色志愿服
务”“教育与健康中国”“读
懂中国电视片对话会”等
展开专题讨论。

与此同时，大会还开展
了“读懂中国”TED 演讲等
多种形式的配套活动，向
大会嘉宾全方位、多维度
展示中国、解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