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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两年前设计这一体育校规的初衷，
校方表示，主要是基于三十多年来，我国大
学生体质下滑的事实。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经过了五次
修订，每修订一次，标准就下降一次。”王宗
平以男子1000米为例，1989年的体测合格
标准是3分55秒，而2014年是4分32秒，降
低了37秒，“换句话说，现在的男生，如果跟
当年他的父亲一起测试1000米，他爸已经
跑到了终点，儿子才跑到800米处。”

2021年9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其
中就提到大学生身体素质下滑问题严峻，肥
胖、耐力不足等问题突出。

“体测看似枯燥，但它是各种体育技能
的基础。速度、耐力、协调、平衡、力量、柔韧
等素质，都能在50米、800米、1000米、立定
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上体
现。体测成绩提高，身体素质自然会上升。”
王宗平说。为了把这一“严格”的体育校规执
行好，云南大学还出台了配套政策，如：创建男
女合班选项体育课，帮助学生掌握2项以上运
动技能；每次体育课都含体测项目；增加体测
次数和补测机会；建成了近10万平方米的学
校体育中心；按照本科生300：1配备体育老
师；提高体育老师薪酬待遇等。

“虽然我们的体测合格率大幅提升，但
优秀率、良好率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今后，
我们还将继续严下去，希望学生能理解这种
善意的强制。”王宗平说。 （据新华社）

“体质测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曾在两年前登上热搜

“最严体育校规”执行怎样了？
“体质测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曾在2021年登上热搜，爆火网络。如今，距云南大学出台这一“最严体

育校规”已逾两年，学校执行情况如何，学生体质有何变化？带着疑问，记者近日到该校做了回访调查。

11 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午
后，在云南大学田径场，本科生
正在进行体质健康测试。记者
观看了几个测试项目——男子
1000米跑和引体向上、女子800
米跑和仰卧起坐。与两年前记
者调研情况不同的是，90％的学
生都能及格，部分学生还能达到
优秀。

大二某班的男子1000米跑，
除了一人因为没吃午饭，身体不
适跑了6分钟，申请补测外，其余

男生都跑进了及格线（4分32秒）
以内，最快的是3分19秒（满分：3
分17秒）。

引体向上的成绩较为参差，最
多的能拉20个（满分：19个），最少
的一个也拉不起来（及格：10个）。

大二某班的女生跑800米，
全部跑进了及格线（4分 34秒）
内，而在两年前，能及格的不到八
成。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的成绩
亮眼，不仅全部达标，最多的做了
63个（满分：56个）。

云南大学体育老师宣红波
说，体测成绩与毕业证挂钩后，学
生的锻炼主动性提高，从两年成
绩看，学生们每学期都有进步。

从整体数据看，2018 年至
2022年，云南大学体测合格率在
大 幅 提 升 ，从 68.6％ 提 高 到
90.3％。2021年体育新校规施行
后，合格率达到91.9％。2022年
底由于疫情提前放假，测试成绩
受到影响，但仍然达到 90.3％。
2023年预计合格率能达到92％。

2021年，云南大学出台了“最
严体育校规”——从2021年秋季
入学的大一新生开始，若哪个学
年体质测试不及格，将拿不到毕
业证。

校规还要求，本科所有年级均
开设体育必修课，其中大一、大二为
144学时，大三48学时，大四8学
时，总计200学时（注：国家要求为
144学时）。不仅课时增加，每学期
体育课考试内容也变成：50％运动

技能＋40％体质测试＋10％平时
成绩。此外，学校创建了校园
APP，要求每学期男生跑120公里、
女生100公里。

云南大学表示，“体测不及格
不发毕业证”并非首创，而是在严
格执行教育部规定。该校下决心
和力气推动这一举措，就是想发
挥考试的正向指挥棒作用，让学
生真正动起来，通过锻炼造就健
康体魄。

“研究表明，一个习惯的养成
只要21天，如果能让孩子养成锻
炼的习惯，学校愿花四年帮他们
养成。”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
宗平说。

正如学校所愿，两年时间，不
少学生已悄然变化，在宿舍宅着不
出门，打游戏追剧之风，渐渐让位于
锻炼。“一天不走个一两公里，或跟
同学打会球，会觉得生活少点什
么。”大二女生王嫣然说。

医护结对帮扶，对社区特困人员
定期上门进行医疗服务；开展讲座义
诊，为居民提供科普教育、健康指导；
发放就医“爱心卡”，为80岁以上老
年人提供从挂号到出院的全流程协
助就医服务；开通工伤绿色通道服
务，为辖区内企业工作人员提供就诊
便利；住院爱心基金提供补助，帮助
经济困难的居民减轻医疗负担……
目前“青囊健康行”微实事清单主要
包含基础10个项目，各个联盟单位

可以在此基础上定制自己的“专属清
单”。

党建联盟聚合力，优质服务暖人
心。接下来，这份“青囊健康行”微实
事清单将持续更新，无锡市第二中医
医院将通过党建联盟的纽带作用，持
续弘扬大医精诚的中医药文化精神，
秉承“厚德、精医、连心、远志”的院
训，发挥中医医院的特色优势，为周
边居民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
务，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青囊健康行”微实事清单落地

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

“善意的强制”起效了

体育校规会继续“严”下去

体测成绩确实好了

民生无小事，尤其对于患者来说，有些看似细微、琐碎的小事，往往可能就
是麻烦事、闹心事。如何解决百姓诉求，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常态？
2023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党建联盟工作深入一线，保障居民健康，无锡市第
二中医医院为联盟单位开出“青囊健康行”微实事项目清单。目前，无锡市第
二中医医院已经与近30家单位结成党建联盟。结对帮扶、讲座义诊、专家上
门、爱心基金、绿色通道……“青囊健康行”微实事项目清单以服务百姓为中
心，从微处着手，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受到辖区百姓欢迎。

为更好地帮助社区特困人员，今
年以来，市二中医第二、第三、第四党
支部都通过党建联盟单位与社区特
困人员成功结成了结对帮扶关系。
社区中的特困人员情况各不相同，各
支部积极组织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
供医疗服务。

“张大爷早上好，您颈肩腰腿有
痛吗？我们今天特地带了骨伤科的
中医师来给您看看。”7月中旬，该院
第四党支部医护志愿者来到结对帮
扶的居民家中。巧的是，这位结对帮

扶的社区特困人员其实是该院骨伤
科的一位“老朋友”了。

张大爷本身是一位聋哑人，未婚未
育，除了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之外，还有
长年的肩周炎。今年5月，他因意外腿
部受伤，被收住在骨伤科病区。了解到
此次结对帮扶对象的情况，第四党支
部书记、骨伤科主任华国军为张大爷
有针对性地组建了上门帮扶的医护志
愿者小组，为他制定健康指导方案。
耐心、细致、实用，张大爷给第四党支
部医护小组竖起了大拇指点赞。

“小毛小病家门口就能问，还不
用花钱，蛮好的。”在大桥社区活动
室，定期都会有内、外科医生轮流坐
堂提供免费的问诊咨询服务——这
也是党建联盟的“送医”服务之一。
为了让社区居民在自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该院定期组织
健康讲座、义诊活动进社区，还能根
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活动形式。

在9月份的一次社区义诊中，一
名中年男性居民自认为身体状况良

好，很久没有做过体检，当他看到社
区宣传还是顺便请护士测量了血
糖。没想到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血
糖二十几，真的不敢相信。”义诊医生
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并建议他尽快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社区工作人员反馈，很多居民因
为生活和工作繁忙，往往忽略定期健
康管理，有了“家门口”定期的义诊，
不仅仅可以减轻居民跑医院的负担，
也是一种健康意识的宣传。

“我们项目上工地比较多，能不
能给我们来做个急救培训啊？”……
随着党建联盟单位的拓展，联盟单位
的类型也更加丰富了，除了传统的社
区，还包括各种类型的单位、企业，例
如中建二局、中建八局项目部等。各
联盟单位所属领域不同，健康需求也
各有差异。为了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
效率，医院党建联盟对接工作人员定
期与各成员进行沟通，根据实际需求
制定主题服务内容。这种量身打造的
服务“菜单”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今年护士节主题活动上，第二党
支部书记、急诊科护士长全玉丽正手
把手给一个护理院护理人员做心脏
复苏急救培训。这是医院急诊科“心
手相连、点亮生命”服务品牌在“青囊
健康行”微实事清单项目发挥能量，
下沉基层单位为辖区百姓进行健康
服务的又一个缩影。通过示范操作，
大家了解了急救知识，掌握了急救技
能，能更有效地处理突发状况，也增
强了对生命的敬畏感和主动施援的
责任感。

健康福利 服务送到家门口

量身定制 主题科普很实用

无“微”不至 为老百姓做实事
结对帮扶 关爱活动暖人心


